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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致化趋势，国内外民事诉讼法学说与见解也层出
不穷，但当前中国的民事诉讼在构建自身基本理论体系方面距离现代法治国家尚有很大差距，尤其是
对民事诉讼法理论的抽象概括还差得很多，法律职业共同体对这些基础理论的认同程度也很低。
立法和实践中过于重审判政策，轻诉讼法理，诸如诉讼标的论和既判力等支柱学理在民事诉讼的立法
与实践中并没有多大的生存空间，至于一些下位的精致制度更是难觅踪影。
为改变这种状况，《民事诉讼法学》对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展开必要的、适度的分析，一一编排
，对国内外学术界的代表观点以及域外立法例也予以扼要解说，使读者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相关学理
。

　　《民事诉讼法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重理论体系，使读者对相关学理能够较为深入的了解；
二是反映最新立法动态，特别是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行深入系统的评介；三是突出重点
，分别利用示意图、流程图、比较图表等说明民事诉讼学理和诉讼流程，引导读者做进一步的深刻思
考，以期读者能更迅速掌握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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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福华，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诉讼法学科负责
人，诉讼法与司法制度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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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法学、比较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民事纠纷解决及民事审判实务研
究。
1999年以来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学
》等重要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有《变迁社会中的群体诉讼》等3部，法律翻译方面的
成果主要集中于两大法系群体诉讼制度、调解制度等领域。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和其他省部级课题多项，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中
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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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需要注意的是，法官的阐明必须被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因为法官的阐明作用在于补充辩论主义的不足，它是辩论主义内容的重要因子，而不是颠覆和瓦解辩
论主义。
阐明的限度有两个标准：一是阐明必须以当事人已提出之事实或证据为中心：二是阐明权的行使，应
当以当事人的决定权实质上未受侵害为必要。
 （2）传统辩论主义的第二个命题是，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实，对方当事人无争议的，法院应将其作
为裁判的依据。
但在诉讼实践中，如果在当事人的自认与法院调查的结果相矛盾的情况下仍对当事人的自认予以认可
，也可能导致无法探究出客观真实，最终损害司法权威的后果。
合理的做法是法院及时阐明，提示当事人自认存在瑕疵，并为其提供辩论的机会，这也是对传统辩论
主义的变动。
 （3）传统辩论主义的最后一个命题是法院不得依职权调查证据。
但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允许法院在一定范围内依职权调查证据又是必要的，特别是法院对鉴定、勘验等
事项负有指示的义务，需要法院的职权介入。
此外，在以公益诉讼和群体诉讼为代表的现代型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还可以起到平衡双方当
事人诉讼能力的作用。
因此，机械地恪守法院不得依职权调查的规则，与现代民事诉讼理念是不相符的。
 二、诚实信用原则与处分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 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法院、当事人
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和进行民事诉讼时必须公正和诚实、善意。
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l3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这是我国首次在立法中确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在立法体例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其与处分原则一起合并规定在第13条中
，并置于处分原则之前，以强调对民事诉讼行为的诚信规制。
这样做显然是针对当前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恶意诉讼、拖延诉讼等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时有发生的现实
，以此促使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恪守诚信。
 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最原始的含义是善意，不欺骗，任何一方当事人都要谨慎维护对方的利益，满
足对方的正当期待，给对方提供必需的信息，以诚相待。
诉讼中的当事人也有这样的安全心理的需要，诉讼和社会生活一样，所有的主体都希望对方诚信而行
，法院希望当事人诚信地实施诉讼行为，当事人则希望法院诚信审理和裁判。
其实，早在罗马法时期就有具有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并被后人延续至今的诚信概念。
在罗马法中有两种诚信：一种是诉讼法领域的诚信，另一种是适用于物权法领域的诚信。
诉讼法领域的诚信，首先表现为裁判官运用自己的权威解决疑难案件的被描述为“裁判诚信”的过程
。
它是对裁判官运用其自由裁量权之过程的简略表达，当然，它也暗含着裁判官在这样做时要遵循正义
的行为标准的意思。
诉讼中疑难案件解决的结果，确立了实体法中的行为规则。
 当代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立法中，已经通过一般的条款将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贯彻在民事诉讼过程之
中，通常包括以下具体条款内容：（1）真实义务；（2）促进诉讼的义务；（3）禁止以欺骗方法形成
不正当诉讼状态；（4）禁反言和矛盾行为；（5）诉讼上权能的滥用；（6）诉讼上权能的丧失。
应该说，和大陆法系各个规定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我国首次在民事诉讼法中规
定的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也是一个不够明确的法律概念，在适用于民事诉讼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与立
法意图相背离的情况，难以适应个案的解决。
因此，立法者对该原则的本来真实的意图，以及立法者理想化的观念都需要在案件裁判中予以考虑。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制度导向和规制意义。
其对法官和法院的导向和规制主要体现为：（1）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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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法官公开心证，即在判决书中应详细说明判决的理由。
（2）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进行控制。
要求法官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
（3）禁止突袭裁判，要求法官通过诉讼程序与当事人充分交涉，保障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
其对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导向和规制主要体现为：（1）禁止滥用诉讼权利，如恶意或故意拖延诉
讼，以突然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或证据为内容的诉讼突袭，恶意或故意拖延诉讼等。
（2）禁反言，如果当事人变更其诉讼行为会导致对方当事人遭到不公平的结果时，对其前后矛盾的
诉讼行为应予禁止。
（3）禁止规避法律，即禁止利用法律漏洞取得某种权利，以达到不正当的诉讼目的。
（4）禁止做虚伪陈述或提供虚假证据。
（5）禁止妨碍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包括妨碍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证明。
（6）禁止诉讼代理人越权代理或恶意侵害被代理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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