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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者吸收和借鉴了发端于日本实务教育的要件事实论的基本思维方法，以我国学说理论与立法、司法
实践为基础，尝试着初步建构中国法语境下的要件事实论，并为寻找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下的审判方
法提供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研究结论。
    笔者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阐述：    （1）既然要件事实在所指称的对象事实上相当于实体法中的法
律事实和程序法中的主要事实，那么这一概念存在的价值何在？
其与法律事实和主要事实相比有何特征？
对本问题的研究与回答构成本书的第二章。
    （2）作为要件事实论的实体法基础，证明责任理论在我国学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其中的法律
要件分类说甚至已经成为我国学界的通说并在一定的立法层次上得到肯定，但作为证明责任理论的问
题意识基础，即法官在真伪不明的情形下如何裁判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这在某种程度
上影响了证明责任理论的说服力。
此外，我们是否继受了完整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也不无疑问。
从要件事实分配结论的稳定性要求出发，应当慎重对待证明责任的转换，那么推定规范以及相关理论
能否导致证明责任发生转换呢？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阐述构成本书的第三章。
     （3）证明责任理论仅仅构成要件事实论的实体法基础，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下的审判方法，
其与职权主义的显著区别在于辩论主义核心原则（主张责任）的采用。
目前，主张责任理论还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既没有将主张责任与当事人攻击
防御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在具体结论方面似乎也存在某些问题，如何认识主张责任甚至关系到如何审
视辩论主义的基本面，在当前的中国则更具有紧迫的现实需要。
辩论主义是否会必然导致诉讼竞技主义甚至是诉讼达尔文主义？
辩论主义与协同主义有何关系？
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影响到要件事实论在我国建构的现实可能性。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初步回答构成本书的第四章。
    （4）作为一种审判方法，要件事实论必须达到可以应用的程度，那么，能否归纳出一种与自身理论
构成相契合的具体操作方法？
这些操作方法应用到具体的实体法制度、具体的案件中又会得出何种结论？
用这些方法能否发现并解决实务操作中的具体问题？
要件事实论所宣称的融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特色能否在具体的案例中得以体现？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回答构成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
    （5）作为一种审判方法，如何针对其特征从程序设计的角度保障其达成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准
确、妥当、迅速地解决纠纷？
如果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完善起诉制度？
如何建构审前准备程序？
如何建构释明权制度？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回答构成本书的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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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可，江苏铜山人，国际关系学院教师，日本语言文学硕士、民商法博士，主要从事要件事实理论与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在《法律适用》、《清华法学》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十数篇学术论文。
代表性著作或论文有：《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与张卫平教授合译）；“职权干涉与裁判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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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言　一、选题背景　二、选题意义　三、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二）国
内研究现状综述  四、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一）研究方法    （二）结构安排第二章　要件事实论
的基础性概念　一、法律要件（构成要件）    （一）法律要件（构成要件）    （二）事实与评价    （
三）评价性要件与不确定性概念　二、法律事实与主要事实    （一）民法理论中的法律事实    （二）
民诉理论中的主要事实与间接事实    （三）法律事实与主要事实　三、要件事实    （一）辞源的简单
考察    （二）三种含义的要件事实    （三）本书立场    （四）要件事实的特征第三章　要件事实论的
实体法基础：证明责任理论  一、证明责任理论概说    （一）（客观的）证明责任概念之简单流变    （
二）证明责任的一般概念    （三）双重含义说与要件事实论    （四）“真伪不明”与证明度（证明标
准）的关系  二、证明责任的分配方法    （一）与要件事实论相关的主要理论    （二）中国大陆的学说
现状    （三）中国大陆的立法实践    （四）本书立场  三、推定与证明责任的转换    （一）推定概说    
（二）间接反证    （三）法律上的事实推定    （四）暂定真实    （五）法律上的权利推定  四、证明妨
害与证明责任的转换    （一）证明妨害理论的根据与要件    （二）证明妨害的法律效果第四章　要件
事实论的程序法基础：主张责任理论  一、主张责任理论概说    （一）主张责任    （二）若干认识误区 
  （三）主张责任的分配　　⋯⋯第五章　要件事实的检索方法第六章　要件事实论的应用：民法总
论部分第七章　要件事实论的应用：民法债编第八章　要件事实之程序保障第九章　结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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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要件事实的基础性概念　　二、法律事实与主要事实　　（一）民法理论中的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是与法律要件关系密切的一个传统民法理论中的概念。
国内权威教科书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较为一致，比如王泽鉴先生认为“权利的得丧变更系因法律适用
于一定事实而引起的。
此种因法律的适用，足以发生权利得丧变更的事实，学说上称为法律事实”；又如郑玉波先生认为，
“（法律事实）乃法律现象所由发生之原因也，即法律事实为因，法律现象为果，二者具有因果关系
”；再如梁慧星教授认为“所谓法律事实，指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客观情况”
。
由此可见，法律事实实际上是指能够引起权利得丧变更的具体事实，但法律事实这一概念所揭示的“
事实性”和“具体性”的本质特征却并非民法理论的研究重点，相反，将法律事实类型化和抽象化则
成为民法学的“最爱”，对这一概念进行抽象的、类型化思考的结论如表2.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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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要件事实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理论，这种从实体法出发对诉讼规则的研究，对民诉理论具有
方法论的意义，在我国十分欠缺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成果的选题我十分赞赏。
　　——陈桂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该成果选题属于可能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
的　　学科建设及理论体系形成发挥重大影响的类型，因而有很重要的意义。
与有限的几项先行研究不同，作者首次较深入地正面讨论了要件事实在实体法中的内容及含义，为诉
讼程序与实体法的沟通结合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王亚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选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推动民事实
体　　法与民事程序法的对话与沟通，有助于加深对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的理解和研究，也有助于民
事诉讼法的修改和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齐树洁（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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