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当事人证明权保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事当事人证明权保障>>

13位ISBN编号：9787811394214

10位ISBN编号：7811394219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作者：奚玮

页数：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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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当事人证明权保障>>

前言

诉讼法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已经证明，诉讼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没有相
应的诉讼制度作为依托，实体权利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没有完善的诉讼制度予以保障，实体
法律将无法如其所愿地实现其追求的立法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诉讼法制的完善程度如何，还直接反映和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文明、民
主和法治的程度，是区分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谈道，“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
绝不是无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①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推进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提出了新的纲领和目标。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则培育了公众的权利观念，并由此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大背景下，通过增设新的诉讼制度以充实公民实体权利的实现途径，通过完善现行诉讼制度以保
障实体法律的公正实施，从而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步伐，已经成为我国法
治建设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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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研究域外有关当事人证明权保障立法、司法的一般规律、基本理念与价值取向，并依据实证调
研准确探明我国当事人证明权保障制度的问题、症结以及其与我国传统诉讼文化、司法体制、民事诉
讼理念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民事当事人证明权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保障体系等，并实现当
事人证明权保障制度与当事人举证责任、证收集、法官职责、对造协力义务、证人作证等相关制度的
协调与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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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研究的重点、难点有：（1）当事人证明权包含哪些内容？
属于什么性质的权利？
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与诉权的关系如何？
（2）诉讼证明中真实发现与公正、效率、司法权威等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如何衡平？
（3）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保障当事人证明权上的具体运用。
（4）审判权与当事人证明权的关系如何把握，法官阐明义务的界限与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如何界定
等。
本书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在于：民事当事人证明权保障应作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个着力
点，进而促进审判权与诉权关系的良性调整。
该研究：（1）认为证明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利行为，应从权利与责任两个方面定性证明活动，片面强
调证明责任的作用，仅仅从被动的视角研究诉讼证明，忽视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不利于当
事人主体地位的提高。
在重视当事人人权保护的大趋势下，很有必要从权利保障的角度研究诉讼证明。
无论是审判方式的改革还是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应当以当事人证明权为本位，而不是以证明责任为
本位，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证明权。
（2）主张当事人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应有充分的机会对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进行比较、衡量与取舍，
并有充分的机会和手段收集、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民事诉讼中的真实应当是“当事人可接受的
真实”，是存在于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平衡点上的真实，是兼顾防止突袭裁判之目的的真实，而非传
统意义上的“客观真实”。
（3）主张在我国逐步采行既不同于职权主义也有别于当事人主义的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并以此
为基础建构保障当事人证明权的相关制度。
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强调法院、当事人三方的协同关系，强化法官权力的运用和当事人的相关义务
，由法院、当事人三方共同担负构成裁判基础资料的事实的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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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当事人证明权保障》为诉讼法学文库丛书之一。
《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6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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