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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七章。
    导论，首先介绍选题的意义。
涉诉信访问题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和法律问题。
其次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概括目前信访问题的研究状况及特点，并对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
框架结构进行交代。
    第一章为涉诉信访的概念阐释。
通过梳理学界已有的认识，解决涉诉信访的界定以及涉诉信访与相近制度的关系问题，即澄清涉诉信
访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涉诉信访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界定研究范围，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章为我国涉诉信访制度的形成和演进。
通过对我国涉诉信访制度的产生、发展的主要历史节点的描述，从政治和法律两条进路，分析该制度
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以及在司法制度、法律技术上与诉讼规律的背离。
从历史发展角度阐述涉诉信访的本质。
    第三章为涉诉信访制度的依据与基础。
围绕涉诉信访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和政治、法律理论基础问题，分析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共产
党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观，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指导思想，司法政策和民事诉讼再审制度结构等与涉
诉信访制度的相互关系。
    第四章为涉诉信访制度的政治社会功能。
对涉诉信访制度所具有的证成政治合法性、塑造政治参与途径、达成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信息沟通渠
道等政治功能加以分析。
探讨涉诉信访在化解纠纷、遏制司法腐败和促进相关法律、政策形成与调整等方面的实际作用，进而
阐释涉诉信访在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地位的变化。
    第五章为涉诉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分析涉诉信访制度在运行中遇到的困难，论证涉诉信访高潮与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方式转变以及司
法改革等宏观因素的直接联系，就涉诉信访制度与程序正义、诉讼效率和程序安定价值之间的理论冲
突等进行讨论。
    第六章为改革涉诉信访制度的路径选择。
论述涉诉信访的政治与法律功能分离的基本思路，探讨实现功能分离应遵循的原则。
从宏观角度、权力分界层面上把握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
    第七章为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的具体对策。
从微观角度阐释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的具体对策，诸如建立再审之诉制度、实行强制律师代理民事再审
案件的制度、强化民事再审调解等。
从程序分化层面上探讨涉诉信访制度的终结机制。
    结语，在总结本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涉诉信访制度应该关注的相关问题，即实现涉诉信访的
政治、法律功能的分离，宜采取技术性手段，逐步过渡；转变信访者法律意识，以及从技术功能层面
认识审判独立的价值，修正政法不分的传统体制等，都是影响实现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目标的主要因素
。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传统政治文化与新中自革命意识形态的暗合，是涉诉信访能够逐步制度化的基
本根据。
而涉诉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则是观念上和潜规则中行政与司法不分的政法传统体制及其制度安排的
要求和体现。
随着国家和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在建设和谐社会和现代化司法制度的背景下，涉诉信访的权
利救济功能终将因其存在条件的逐步丧失而走向终结，而其意见表达功能则应予保留。
这一过程的转化需要公民意识的养成、民事再审制度的完善以及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合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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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问题的缘起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三、研究所用的理论、方法与写作框架第一章  涉诉
信访的概念阐释  第一节  信访的含义    一、信访的概念    二、信访权利的属性    三、信访制度的构成  
第二节  涉诉信访的基本内涵    一、涉诉信访的概念与特征    二、涉诉信访的类型  第三节  涉诉信访与
相关概念的辨析    一、涉诉信访与政治参与    二、涉诉信访与权利救济    三、涉诉信访与申诉、申请
再审第二章  涉诉信访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信访——直诉制度的历史回溯    一、中
国古代直诉制度的变迁    二、中国古代直诉制度适用的约束性条件    三、中国古代社会中直诉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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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涉诉信访制度的变迁    三、人民检察院处理涉诉信访职能的演变    四、公民涉诉信访权的确立第
三章  涉诉信访制度的依据与基础  第一节  涉诉信访偏好的政治文化根源    一、政治文化的含义    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众信访偏好的影响  第二节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与涉诉信访    一
、“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观”的提出    二、妥善处理涉诉信访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要求  第三节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司法理念与涉诉信访    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    二、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司法理念的认识论基础    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司法理念的实践基础    四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司法理念下的涉诉信访途径  第四节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司法政策与
涉诉信访    一、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法理解读    二、涉诉信访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统一”目标的实现  第五节  人大审判监督与涉诉信访    一、人大审判监督与涉诉信访的互动：个案监
督    二、个案监督的主要方式  第六节  涉诉信访与既判力规则    一、既判力的基本内涵及功能    二、既
判力与民事再审程序的关联与冲突    三、涉诉信访与既判力软化第四章  涉诉信访的政治社会功能  第
一节  涉诉信访是一条贯彻司法群众路线的渠道    一、司法群众路线的形成    二、涉诉信访落实群众路
线的主要表现  第二节  涉诉信访是一种塑造政治合法性的手段    一、政治合法性的本质    二、信访机
构设置的发展与政治合法性的巩固    三、涉诉信访实践对政治合法的维护  第三节  涉诉信访是一种政
治参与方式    一、通过涉诉信访实现司法监督    二、通过涉诉信访实现政治表达    三、涉诉信访者政
治参与的动力  第四节  涉诉信访的其他功能    一、一化解社会矛盾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二、遏制司法
腐败    三、影响法律与政策的形成和调整第五章  涉诉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第一节  涉诉信访处于
高潮期    一、涉诉信访高发及其原因    二、缺乏有效的涉诉信访处理机制  第二节  涉诉信访削弱司法
权威    一、影响司法权威的因素    二、涉诉信访破坏司法权威存在的条件  第三节  涉诉信访与程序正
义价值矛盾    一、中国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理念    二、涉诉信访罔顾程序正义价值  第四节  涉诉信
访与诉讼效率价值冲突    一、诉讼效率价值在涉诉信访中的表现    二、涉诉信访中的个人承担了高风
险    三、涉诉信访将诉讼成本转嫁给社会  第五节  涉诉信访不符合程序安定价值    一、程序安定价值
的基本取向    二、涉诉信访与程序安定价值不一致的表现第六章  改革涉诉信访制度的路径选择  第一
节  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关于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的几种观点    二、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的
方向和路径  第二节  涉诉信访与人大监督相结合    一、涉诉信访与人大监督相结合的意义    二、涉诉
信访与人大监督相结合的法律依据    三、涉诉信访与人大监督相结合的政治依据    四、涉诉信访与人
大监督相结合的途径  第三节  涉诉信访与民事再审分离    一、取消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划清涉诉信
访与再审的界限    二、有条件地保留检察抗诉，内化再审程序的司法监督功能    三、建立涉诉信访终
结制度  第四节  实行三审终审制从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    一、建立三审终审制的必要性    二、以补充
性原则划分民事再审程序与审级程序的界限第七章  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的具体对策  第一节  建立民事再
审之诉制度    一、建立民事再审之诉制度的必要性    二、建立民事再审之诉制度的可行性    三、民事
再审之诉制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规范民事再审的程序    一、合理划分民事再审程序的诉讼阶段    二
、完善民事再审程序规范    三、明确民事再审裁定的法律效力  第三节  推行“判后答疑”制度    一、
判后答疑与中国审判制度的“说服”传统    二、判后答疑对预防涉诉信访的积极意义  第四节  民事再
审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    一、强制律师代理的特征    二、我国民事再审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合
理性    三、民事再审实行强制律师代理的配套措施  第五节  加强民事再审调解的力度    一、民事再审
调解的功能    二、民事再审调解遇到的困难    三、民事再审调解应当注意的问题结语    一、涉诉信访
制度的改革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涉诉信访制度改革宜以技术性变革为引导    三、涉诉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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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必须关照到民众的公平需求    四、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涉诉信访参考文献译文著作类中文著作
类论文类外文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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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取消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划清涉诉信访与再审的界限2007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
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内容未作变动。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法院决定再审，是指由本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再审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依法指令再审或提审的制度。
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制度的存在具有强烈的职权干预的色彩，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基本法理，与司法中
立的基本规则相抵触，也不符合既判力理论的基本要求，易造成再审制度的混乱，衍生司法腐败，受
到各界的一致反对。
然而，这一制度在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得以继续保留下来，与其实际作用的转变不无关联。
来自司法实践的研究表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由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确有错误的，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的情况，在近些年的审判实践中几乎不复存在。
此类监督主体已经改换了原有角色，法院提起再审几乎完全演化成为外部监督提供合法途径的一种形
式，法院与其说是自我监督的主体，不如说是外部监督的客体。
因为由法院作为监督者对自己审结的案件发现错误而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的情形属于极端例外，以
这一程序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绝大多数案件，是由其他国家机关、领导个人、社会团体行使监督权，
指令、督办、批示或转交法院的案件，或者新闻媒体相关报道引起了原审法院或上级法院院长关注而
提起再审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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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
我对于涉诉信访问题的关注，始于2001年到日本爱知大学研修之时。
当时我国学术界对民事再审问题研究充满了热忱，而在日本却始终未能就此问题形成研究热点，甚至
在爱知大学法学著作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里，也只有两部关于民事再审问题的专著，①这一强烈反差令
我诧异促我思考。
在指导教授片野三郎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中日民事再审制度比较研究作为研修课题。
在对中国民事再审制度中为什么无限再审泛滥，尤其是为什么被冠以“厌讼”之名的民族却对再审孜
孜以求等问题的求解中，开始触及申诉（涉诉信访）问题，但仍留有诸多困惑难解。
2004年我有幸就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跟随葛荃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杨龙教授在葛荃教授调离南开后，将我收归门下，并同意我继续以先前确定的关于民事涉诉信访制度
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以我的学识和能力驾驭涉诉信访这一具有复杂性、敏感性和交叉性的课题的确力不从心，虽然论文最
终得以完成，然而，博士学位论文能够顺利通过答辩不仅凝聚着自己的心血，也离不开许多老师、同
事的帮助。
在这里真诚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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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涉诉信访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