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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南大学诉讼法学科是海南省首批两个省级重点学科之一，也是海南省原省属高校中第一个获得
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设有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司法制度四个研究方向。
学科自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已连续招收硕士研究生九届共134人，到2007年6月将有六届
共80名硕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学科还于2004年获准接受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现已招收该类硕士研究生四届共38人，其中6人
即将毕业并获得学位。
　　学科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教学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队伍。
其中，学科带头人、原法学院院长现名誉院长谭兵教授和学科骨干、海南大学校长谭世贵教授，系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现二人分别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并已人选新中国首部专门介绍法学家学术观点和法学理论与实践贡
献的大型图书《当代中国法学名家》一书。
谭世贵教授还先后获“第四届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06年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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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了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项新内容，即审前程序。
作者主要论述了审前程序的含义及重要性与必要性，并讨论了在我国如何有效建构审前程序制度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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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琦，1967年9月生，海南澄迈县人。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学者。
2000年获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现在职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和司法制度的教学和研究，系国家精品课程(海南大学民事诉讼法学)主
讲教师之一；主持省部级研究项目三项；出版著作、教材六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曾获2004年
海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海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编著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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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两大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一般考察　　4．询问当事人　　在法国，审判法庭
或者审判法庭负责案件审理的成员可以依据任何事由命令当事人或当事人之一亲自出庭（法国民事诉
讼法第184条和第185条）。
除了在诉讼中法官当场询问当事人之外，法官要询问当事人时，作出询问当事人决定的法官应当告知
当事人询问的时间和地点。
对当事人的询问始终在法院的评议室进行。
除了必要的场合，询问当事人应当有对方当事人在场。
即使另一方当事人不便在场，该当　　事人也有权即时了解询问的情况。
询问当事人须有该当事人的代理人在场。
当事人应亲自回答法官向其提出的问题，不得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任何稿子（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91条）
。
询问须制作笔录。
询问完毕须将笔录交被询问的当事人阅览，并在笔录上签字，或声明笔录所记录的询问的事实与询问
相符。
如果当事人拒绝的，笔录中应加以说明。
法官对各方当事人的声明，对一方当事人不回答或拒绝回答问题之事实，可以作出法律上的结论并以
此作为裁判的原始书证（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98条）。
　　5．专家实施的证据调查　　在法国，法官可以委托其挑选的任何人，通过验证、咨询或鉴定，
以查明应有专家协助才能查明的某个事实问题（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32条）。
根据专家的专业资格，法官赋予其权利来完成——但必须是亲自完成所委托的任务（法国民事诉讼法
第233条第1款）。
如果受指定的专家是法人时，则应由其法定代表人将其一名或数名代表该法人执行此项措施的自然人
姓名提交法官认可（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33条第2款）。
法律要求受委托的专家应当认真、客观、不持偏见地完成所委托的事项（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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