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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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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新出现的大调解制度的经验，运用了上海和绵阳等地方的实证性数据和资料，进行了总结
和反思。
对于现在各地法院出现且重视的审前程序的调解、诉调对接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指导实践，同时对调解
制度原本基础的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了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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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低成本优势体现不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诉讼费用的收取上，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中法院在案件受理费问题上对调解和判决实行无差别
政策，即使是调解解决的案件，当事人也必须承担全部受理费，这使得调解费用低廉的优势一点也体
现不出来。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将调解的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但是多数的调解案件法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是要比判决少很多的，故而仍然有一点不低廉。
其二就是调解中律师代理诉讼费用仍是不低廉的。
对于财产案件，我国律师实行的是按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比例收费，而不是按照所花费的时间收费，
当事人如果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判决解决和调解解决当事人支付的律师费也是相同的。
故而，法院调解和判决对当事人就律师代理费来说，当事人并不能享受到多少低成本的好处。
可以说，为考虑效率价值去进行调解的案件，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自愿和当事人的时间精力，最后的解
决即便在结果上是适当的，对当事人来说也可能是不满意的。
故而，对调解效率价值的追求一定要是适度的，必须要在可能达成调解的情况下来进行调解，从而才
能实现效率。
（2）实践中违背调解效率原理的问题一些案件未能较好利用或者错误利用调解制度，使得诉讼成本
和周期不减反增，是谈不上有效率的。
比如，那些“以拖促调”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因为在这些案件的解决过程中，拖的过程对当事人来说就是一种不效率，并且常常是久拖不决；即便
在达成协议后，这些案件当事人反悔或者说申请再审以致更新审判方式进行判决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还有，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双方虽然表示愿意调解，但是对具体的权利上不肯让步，而案件已经进入
到事实查明，可以作出判决的阶段，法官来进行调解。
本来此时判决的效率是高于调解的，却还要继续去调解，浪费司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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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六十周年校庆，对于西政，对于西政人无疑是件大事。
每一个学子都在想着为母校做点什么。
写一首诗，作一幅画，或立一块碑。
我属于可以献“声”的人。
记得五十年校庆时我曾在歌咏会上领诵：“五十年，历史长河的短暂一瞬；五十年，漫漫人生中的风
雨年华。
”这次校庆，我还真没想好能为学校做点什么。
正巧碰上红歌大汇唱，借此我正巧有机会面对全校师生大声诵出自己对母校的赞歌：“也许是历史的
选择，你傲然挺立于西南；也许是上天的造化，你巍然扎根于山城。
是祖国赋予你重任，你是法的精神殿堂；是莘莘学子对你的呼唤，你是心的宁静港湾；我们是展翅鲲
鹏，但需要风的铺垫；我们是深潭游鱼，更需要水的滋养⋯⋯”对于一个迄今尚在西政工作的人，仅
此是不足以表达内心对母校的深情厚谊的。
那就写本书吧！
对，写本书，那是最为充分和恒久的表达方式了。
但时间实在是过于紧迫。
好在弟子们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资料，才使此书聊以成稿。
在此我得记下他们的名字以表谢意：张婧雯，张文君，马琳，王芳，邝中允，杨晓英，张霄霄，吕辉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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