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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之强，强于法制；法制之善，善于理性。
完善民事诉讼法，核心在于民事诉讼制度的理性构建；而要进行理性构建，必须首先弄清其制度逻辑
。
本书是一位审判实务工作者对民事诉讼法制的期许，是一位法学理论研究者对制度理性的体悟，也是
一位法治主义者对诸多前沿问题的“思”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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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必新，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WTO研究会副会长。
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9年被评为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民事诉讼法》修订：战略规划与制度设计
　第二章　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宏观思考
　第三章　修改《民事诉讼法》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
　第四章　社会矛盾的化解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第五章　通过正当程序防止司法不公和司法不廉
第二编　审判程序
　第六章　民事立案制度之改良
　第七章　审前程序的功能再造
　第八章　民事简易程序之重构
　第九章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再完善
　第十章　裁判效力制度之重建
　第十一章　示范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建构
　第十二章　在基层法院建立民事上诉程序的构想
　第十三章　民事公益诉讼之若干构想
　第十四章　民事诉讼程序救济机制之完善
　第十五章　民事复审程序类型化研究
第三编　执行程序
　第十六章　完善民事执行程序应关注的十个问题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八、法的安定性及司法裁判稳定性与有错必纠的关系 法的安定性及司法裁判稳定性与有错
必究的关系主要涉及再审制度的问题。
司法裁判的稳定性事实上是法安定性的组成部分。
法治国家要坚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维护法的安定性，而裁判稳定性是法安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如日本三月章教授认为：“正义的要求和法的安定性的要求，往往反映出法律对立的一面。
”“程序法则毫无疑问将维护和贯彻判决的结果，顺应法的安定性要求作为一大特点。
”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裁判可以反言覆语、朝令夕改，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法的安定性可言。
强调裁判的稳定性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法院或判决的权威，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法的安定性。
而法安定性的重要意义在于维护人们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性和安定性。
但是维护司法裁判稳定性的另一面是：如果判决有问题，是不是还要维护它的安定性呢？
有问题的案件是不是都不能改变呢？
相反，是不是只要有问题的案件都可以改呢？
这就涉及到裁判合正义性和法安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正确处理这对关系非常困难。
因为只要法院裁判是不正义的，从理论上就要恢复正义。
但是改变裁判会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社会关系的紊乱，这里就涉及两种价值的平衡问题。
“法的安定性”和“有错必纠”这两个价值对我们的法治社会都非常重要，对我们和谐、稳定的社会
都是不可缺少的。
协调这两种价值，笔者认为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仍然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但是在诉讼活动中，要正确理解这两个原则。
一要正确全面理解实事求是原则。
什么叫“实事”，什么叫“是”？
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全面关照所有的相关事实，既看到法安定性的重要性，又看到合正义性
的重要性，才是实事求是。
全面评估这两个方面的利弊得失，从中间找出一个“是”，才是一个正确的取向。
二要正确理解有错必纠。
只要是错的原则上都应该纠正，但是不同性质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同的纠正方式。
有的错误必须通过改变原来的判决来纠正；有的仅仅是程序违法，实体上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对违反
法定程序的法官给予纪律处分或批评教育。
如果要当事人重新进入诉讼程序，再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和成本，最后在实体上却毫无所得，没有太
多意义。
所以笔者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但是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
 2.对于影响当事人实体权益或者对实体权益产生影响的裁判错误，一定要纠正。
除非通过其他途径，当事人的权益能够得到适当补偿或者当事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权益。
 3.对于轻微的程序瑕疵，只要不影响实体权益，应该通过案外补偿、对法官给予纪律处分或者批判教
育以及非推翻原裁判的其他方式来纠正。
 4.对实体权益有轻微损害，但如果改变原裁判对社会和其他当事人产生的损害大于对当事人的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裁判也不应轻易改变。
当然，对当事人的损害应当通过其他途径来救济。
 九、强制权的应用与当事人及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保护关系 民事诉讼是用公权力解决私人争端的过
程。
要使诉讼顺利进行，必须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确保权利得到最终实现。
强制权的应用必然要以牺牲或限制、制约当事人或案外人的权益为代价。
这就涉及强制权应用的限度与当事人权利保护的关系问题。
正确处理这对关系，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是凡是对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剥夺的，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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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法律授权，法官不得擅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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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再修改之思辨》完善民事诉讼法，核心在于民事诉讼制度的理性构
建。
而要进行理性构建，必须首先弄清其制度逻辑。
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期，在法律体系形成期针对无法可
依状况提出的“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思路难以为继，走出一条科学立法新道路，着力提
高立法质量，丰富立法的正当性含量，势在必行。
第二，如果说制度化水平是治理成熟度的重要尺度，那么，科学化水平就是文明度的重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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