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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二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指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
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
”遵循改革纲要精神，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关于典型（或指导）案例制度的规范性意见，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了典型（或指导）案例
。
这些举措对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司法审判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由于各地法院典型（或指导）案例选取标准不统一、编写方式不一致等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实务中典型（或指导）案例的适用价值。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10]51号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明确了指导性
案例的发布原则和程序等。
　　为了更好地提高指导性案例的编写质量，在审判工作和其他法律实务工作中增强指导性案例的适
用价值，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类案裁判规则与法律适用丛书》。
本丛书突破了以往法律案例类图书“案情、裁判理由与结果、评析”千篇一律的三段论编写方式，以
对裁判规则的理解适用和全方位的法律指引为核心，突出从典型案例中提炼的裁判规则在类案中的指
导意义，致力于为读者查找相关指导性案例以及裁判规则提供.最为便捷有效的途径，使读者通过全面
把握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以及处理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方法，以提高审判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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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正确认定意思表示真实，准确裁量民事行为效力　　意思表示自愿、真实是民事行为成立和有
效的要件，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
正确认定意思表示是否自愿、真实，是法官裁量行为效力的重要根据，也是对意思自由的根本保证。
意思表示真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行为相一致；二是表示行为以意志
自由为前提。
原则上，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则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愿，则民事法律行为可撤
销或无效。
在审判实践中，要重点处理好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不一致的情况。
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分故意的不一致和偶然的不一致。
故意的不一致指行为人在进行意思表示时，故意地有意识地使其内在意思同其表示出来的意思不一致
。
故意的不一致包括单独的虚伪表示（又称真意保留、心中保留）、通谋的虚伪表示（我国称为恶意串
通）。
偶然的不一致又称错误的意思表示，指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不一致，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而是出
于偶然、无意。
错误的意思表示包括：错误、误传、误解、重大误解。
　　（1）单独虚伪表示（真意保留）的法律效力认定。
单独虚伪表示的效力，要根据不同法律的规定加以判断。
如果法律采意思主义，则真意保留因没有将内在意思表示出来，外在表示行为不能作为有效根据，因
此认定行为无效。
如果采表示主义，则真意保留虽未将内在意思表示出来，但法律仅以表示行为确定行为的效力，则认
定行为有效。
如果采折中主义，因该主义采表示主义为主、意思表示主义为辅的判定原则，则一般应认定有效，在
例外的情况下认定为无效。
立法上为了保护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利益，一般采取折中主义。
因为在真意保留的情况下，相对人和第三人并不知道表意人所表示的行为并非其真意，如果因此而使
之无效，相对人和第三人将有遭受损害的可能。
在例外情况下，认定为无效，是针对相对人明知表意人的内在意思或可得而知时，实际上导致表示行
为与相对人或第三人的表示行为相背反，承认有效，则不是双方任一方意愿，因此认定无效较为符合
当事人意愿。
　　（2）双方虚伪表示（恶意串通）的法律效力认定。
虚伪表示是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的意思表示。
虚伪表示的特征是，当事人双方都欠缺效果意思，即欠缺使内在意思发生法律上效力的意思。
我国《民法通则》将虚伪表示称为恶意串通。
一般认为，虚伪表示的要件有四：一是须存在意思表示；二是须表示行为与内在意思不一致；三是须
表意人本人对其内在意思与表示行为不一致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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