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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国的法制建设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全社会的共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正在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
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而引发的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无论是在不同
法学门类的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中，还是在国家宪法和各种法律的创制与实施中，依然面临着法治理
念的冲突、权利配置的失衡、法律适用的困惑和法律效果的偏差等诸多问题，亟待理论上的深入研究
和实践上的制度探索。
为此，我们优先选取企业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劳动法、婚姻家庭法、金融法、民事诉
讼法和损害赔偿法等与主体权益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九个法律领域，就其学术研究和法律
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作出重点整理与深入分析，并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或根据法理提出解决方案，
以期能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民众提供一套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法律丛书。
    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法律适用文库之一，这套丛书呈现出以下鲜明特
色：一是前沿性，即无论是丛书的整体选材，还是每册疑难问题的抓取，均须以事关广大主体的社会
经济发展利益的争议焦点为基点，以免流于一般；二是时效性，即无论是法律依据的采用，还是解决
方案的选定，均须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依据，以免不切实际；三是学理性，即无
论是对于争议焦点的分析与评价，还是对于解决方案的确定与论证，均须力求做到“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以免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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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一、法院不应适用已经废止的更换当事人的规定  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中法院不应依职权追加
当事人  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应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  四、应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
度  五、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参加诉讼的，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六、现行法律制度下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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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适格第三章 管辖与证据制度  一、以诉讼标的额确定级别管辖法院有其合理性  二、网络侵权案件应
以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为主  三、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应予适当扩大  四、私人侦探获取的证据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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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届满之前提出并采取书面形式一  四、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范围应予细化并适当扩大  五、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应重新调整  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应可以互相转换  七、一审中的调解制度需要整体改革
和完善具体程序  八、调解协议应当经过签字生效才具有执行力  九、一审程序中当事人的和解是特殊
行为并应当具有执行力  十、缺席判决的适用条件需要细化第五章 二审程序第六章 再审程序第七章 执
行程序第八章 期间和送达第九章 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诉讼时效及诉讼代理人第十章 非讼程序第十
一章 涉外、涉港澳台诉讼及司法协助相关法律、法规名目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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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与制度一、诉讼公正与效率具有一体性关系【争议焦点】公正与效率是现代
司法所追求的永恒主题，也是国际通行的衡量司法活动文明程度的基本价值要素之一。
一般说来，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包含公正与效率，这已成为各国司法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
公正一般被理解或界定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就现代民事诉讼运行而言，公正与效率始终是衡量诉讼制度优劣的尺度之一。
而各国也结合各自的国情与司法传统确立了不同的诉讼价值目标体系，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发展
中也在试图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体系。
博登海默认为：“如果用最为广泛和最为一般的术语来谈论正义，人们就可能会说，正义所关注的是
如何使一个群体的秩序或社会的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的的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
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就是正义
的目标。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公正一般指在诉讼过程中，依照科学合理的程序，实现对诉讼当事人之间权利
义务的合理分配。
一般认为，司法公正应当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来说是具体权利或义务的增减，而程序公正则是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
”公平地实现上述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
在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实体公正的价值追求是优于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的。
但随着国际交流的开展，以及现代民事诉讼理念的引进，程序公正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如何理解与衡量诉讼程序是否实现了公正的价值目标，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之一。
对于程序公正的内容和判断标准，我国学者的观点也是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程序公正的实现取决
于三个因素：（1）冲突事实的真实回复；（2）执法者的中立立场；（3）对冲突主体合法愿望的尊重
。
也有学者认为，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有六项原则，即程序参与原则、中立原则、程序对等原则、
程序理性原则、程序自治原则、程序及时和终结原则。
还有学者主张，程序公正的识别可包括程序法定、程序透明、裁判者的独立与中立、程序的平等性与
及时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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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法律适用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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