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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的印象中，曾经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地之一的甘肃，尽管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但在历史长河
的大浪淘沙之下，这一方水土早已过多地与贫瘠、落后相联系。
客观而不客气地说，我认为现在这里并不是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重镇。
然而，《法意探寻》这卷30多万字的文集，从字里行间透出了作者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不懈追求
。
为了作者在西北艰苦的环境下所表现出的执着的学术勇气和自强不息的探索精神，欣然援笔为序。
王肃元教授是一位敬业的法律学人。
他在长期担任高校领导职务、致力探索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学府治理之道的同时，对于法学学术研究
孜孜以求，笔耕不倦。
《法意探寻》中收入的40多篇论文是他法学学术研究的结晶。
肃元教授研究领域较广，而以经济法学、民商法学为主攻方向。
在经济法学领域，他对经济法律的效益观及其实现、上市公司的理论困境及出路、社会保障制度的构
建等问题均有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作品。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在《论经济法律效益的实现》、《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效益法律观的确立》、《论
我国纠纷制度中的资源配置效率》等文章中，他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阐释经济法学理论问题，提
出了一系列观点和主张。
他认为：法律资源最优化配置的核心，就是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准司法之间如何有效配置稀缺
资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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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意探寻》主要内容简介：在我的印象中，曾经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地之一的甘肃，尽管有着厚重的
传统文化积淀，但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之下，这一方水土早已过多地与贫瘠、落后相联系。
客观而不客气地说，我认为现在这里并不是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重镇。
然而，《法意探寻》这卷30多万字的文集，从字里行间透出了作者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不懈追求
。
为了作者在西北艰苦的环境下所表现出的执着的学术勇气和自强不息的探索精神，欣然援笔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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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经济诉讼成本的第二次转嫁所谓经济诉讼成本的“第二次转嫁”，这是指作为诉讼成本已经由或
应该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再次转嫁给其他人的成本政策，可以分为转嫁给对方当事人和转嫁给诉讼当
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这两种情况。
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败诉者负担制度。
这个成本政策一般的合理性在于真正拥有权利的人不负担经济诉讼成本，从而可以产生动员胜诉者更
积极地通过法院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效果。
但这一成本政策仍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是无论如何总会有无法转嫁的成本，诸如胜诉者的律师费一般由其自己负担。
但是即使采取败诉者负担律师费的强硬政策，胜诉者进行交涉，收集证据资料时所需要的、不容易换
算成金钱而难以转嫁的成本仍然存在。
所以，这里一方面需要把能够转嫁的成本加以一定范围的限定，使双方的负担分配达到公平，另一方
面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确实需要鼓励提起诉讼的某些案件，通过提供补助等方式把超出一般败诉者负担
范围的成本移向其他第三者的成本政策是必要的。
败诉者负担制度的第二方面的局限性，是指权利本身的不确定性。
如果权利义务的存在经常是明确的，确实强硬的败诉者负担制度能够有效发挥抑制权利侵害的作用，
但实际上双方当事者都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在此情况下就可能出现有人尽管坚信自己有理却害怕
万一败诉受双重成本负担，从而回避诉讼的现象。
这样的场合下不能说败诉者负担的政策得到了成功。
在这个意义上，不如对被告应诉的意愿也给予一定的敬意和理解，站在双方都有在法的框架内通过理
性对话接受公正裁决意愿这一认识上，采取各自承担自己所花费的经济诉讼成本的政策。
类似的做法在我国民事经济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中可以看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对进行争议解决本身的理
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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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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