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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WTO协议对成员方司法制度的要求为主线，落脚点在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问题。
在探究WTO司法透明化立法原意的基础上，本书讨论了司法透明化在我国的实现问题，考察了TRIPS
协议有关程序滥用的规定和两大法系国家的相关制度。
本书还对专家组断案模式进行了历史分析与运行机制分析，然后通过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运行机制的
分析，对中国陪审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构想。
本书认为，在WTO协议的国内适用问题上，我国法院应仅在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相一致的范围内
适用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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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法学博士，2002—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北京工商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访问学者。
著有《国际贸易法律实务》、《商事代理法》等三部专著，参与编写教材、著作十余部，在《法学家
》、《政治与法律》、《法律适用》等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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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审判公开不仅指案件的审理向社会公众公开，还包括向当事人公开。
审判向社会公众的公开是现代社会对审判活动进行民主监督的必然要求。
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民法院为公众的旁听和监督提供必要的方便和条件，要在开庭审理前公告案
由、当事人的姓名、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等，在开庭审理时提供足够容纳旁听人员的空间，以最大限度
地满足公众进入法庭旁听案件的审理。
在实践中，有些法院以法庭空间有限难以容纳旁听为由限制旁听，或者没有依法贴出案件审理的公告
，这些做法在客观上都妨碍了审判公开制度的贯彻。
审判向当事人的公开最初是针对古代纠问式诉讼中的“秘密审判”而设的。
客观上讲，公开审判制度能否产生应有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享有的各项程序权利如起
诉权、答辩权、申请回避权、辩论权等能否得到保障。
为此，人民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上述权利，对案件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时应说明理由；依法送达诉讼文
书、通知当事人出庭应诉；为当事人在法庭上充分行使辩论权、陈述权提供足够的机会；对于当事人
提供的证据，要说明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等等。
只有这样，才能以理服人，对于败诉的当事人，也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其不满。
审判公开不仅指形式上的公开，即在开庭审理时允许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旁听和报道，更重要的，它是
指实质意义上的公开，实质意义上的审判公开应具有以下含义：（1）法律应明确规定起诉的条件，
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时，应明确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2）进行公开审判，要强调发挥庭审功能，强调合议庭作为审理案件基本组织形式的作用。
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在开庭审理中，经过公开调查，公开辩论，公开举证、质证和认证
，只有经过法庭公开查证属实的事实和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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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曾经与北京争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中国足球冲出亚洲一道成为新世纪令众多
国人欢欣鼓舞的大事。
欢呼过后，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超越口号并具体实现WTO的各项原则与制度。
通过艰苦谈判而形成的长达一千多页的法律文件以及就所有相关国际条约与其他成员所达成的协议，
时刻提醒着人们：随着世界贸易组织来到中国，中国已经走进更深更急的水域。
如果说我国加入WTO是出于担心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况而不得已为之，那么根据WTO协议的要求，调
整我国国内司法制度以适应WTO协议的要求则是我们的主动之举和应有之举。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许多人的指导和帮助。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江伟教授。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题目的确定、提纲的拟定到初稿的完成，直至最终的定稿，每一步都包含着
先生的指导与鼓励。
能够师从先生研究民事诉讼法是我的荣幸，先生严谨勤勉的治学态度、仁慈宽容的风范构成其独特的
人格魅力，是我终身学习的典范。
在此，我要向江伟教授表达我深深的谢意与敬意！
而师母徐清女士也不断在学业与生活上给学生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鼓励，我也向她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与敬意！
此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期间，我还得到了众多老师与同学的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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