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文书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律文书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1176018

10位ISBN编号：781117601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唐周俊　主编

页数：1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文书学>>

前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指导思想，为
我国教育教学的改革带来了新的活力。
现代远程教育因其独特的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在职人员选择了远程教育方式接受继续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
中国农业大学是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高校。
几年来，我们对网络教育的办学理念、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逐步健全、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办学规模稳步发展。
网络教学中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是基于资源的自主学习。
为学生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的学习资源是网络教学学习环境的基础，也是提高网络教
学质量的基本保证。
在网络教学中，学生常用的学习资源有课程教材、学习资料、网络课件等，其中课程教材是最基本也
是最常用的学习资源。
因此，加强现代远程教育教材建设，编写适合网络教育人才培养需要的、具有网络教学特点的教材至
关重要。
我们组织编写网络课程教材的宗旨是：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的与网络教育相适应的精品教材，以提
高网络教学质量。
具体要求是：在编写理念上以当代教育教学思想为指导、力求符合成人在职学习规律和课程改革的精
神，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当代网络教学理念；在内容上体现科学性和教学性相结合、理论性和实践性
相结合、前瞻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创新性和继承性相结合；在篇幅、体系、文字、体例、版式上适应
成人学习特点，有利于学生自学，更适合于网络教学。
对于编写适合于网络教育人才培养要求、具有网络教育特点的教材，我们还是初步尝试，在编写中难
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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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好地满足网络教学的需要，我们编写了本书，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大量的法律文书的评析，使广
大学员更熟练的掌握法律文书的写作技巧，以便更好地制作法律文书。
    考虑到学员的具体情况，也为了更好地和网络教育的特点相结合，本学习指导不同于一般法律文书
写作的辅导书，在结构上仍然包括总论和分论两部分，但分论的结构安排更多地考虑到实用性，因此
，着重于诉讼类法律文书的辅导，对专业性很强的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则不作为本书的重点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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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际上。
原告所从事的这些行为，任何社会公众都可以做到，如果原告的请求可以成立，则社会公众均可依此
来向被告提出侵权诉讼并主张权利了。
显然，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
原告虽然企图举证其购买了计算机，但仍不能证明其使用该计算机安装了被告的软件，并发生了其起
诉书中所声称发生的一切。
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遭受了损害，以及与被告的因果关系原告在起诉书中声称其遭受了测试软件
开发费、检测设备购置费、精神损失费、公证费和律师费。
但是，原告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开发测试软件确实花费了这些费用，且花费这些费用都是被告导致的
。
关于精神损害费、公证费、律师费，均无证据证明其确实遭受精神创伤或支付了律师费、公证费。
关于原告购买的检测设备，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购买电脑花费的这些费用都是被告导致的，并且也没有
证据证明，计算机哪个部位遭受了什么性质的损害，损害到什么程度。
实际上，包括为原告进行公证取证的公证处等机构并没有因为在公证过程中使用被告软件而导致其计
算机损坏，原告就更无法从被告软件中寻找其所谓“损失”的原因。
四、被告主观上没有过错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结果，被告
的软件属于合格产品，符合产品质量要求，这一点在答辩状中已作陈述。
对于产品的操作使用方法、基本功能和原理、运行方式、安装和卸载、资源占用等情况，被告在用户
安装过程中以合理方式全面进行了告知，并为用户提供了技术咨询联络渠道，充分尊重了用户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保障了用户正当合法利益。
尤其考虑到被告所提供的软件为免费软件，用户无需履行任何义务，承担任何代价，被告已经完全尽
到义务。
因此，原告在起诉书中所称被告行为“隐蔽”、“不透明”，强行“监视”、“跟踪”，并存在“欺
骗”等，通过被告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原告的这些结论要么是自己疏忽的结果，
要么是臆想推断的假设，并不能证明被告主观过错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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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文书学》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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