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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体系实现了对民事判决既判力理论和制度的系统研究，其论证体系包含四
个逻辑层次，即“绪论”、“引论”、“本论”和“衍论”，正文部分则由七章组成。
本书构思巧妙，资料翔实，论证有力，文笔流畅，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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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同
1978年生，河北沧州人，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教研室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
为民事诉讼法学、律师法学、仲裁法学、司法制度等。
1997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2001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至2004年于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
位(诉讼法学)，2006年至2009年于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诉讼法学)。
2004年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主要讲授《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民事疑难案例分析(双
师同堂)》、《律师与公证》和《仲裁法》等课程。
在《现代法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人民检察》、《学海》、《宁夏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
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两项、省部级科研项目三项，参与
撰写著作、教材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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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国内大陆地区，也有学者称既判力为“实质上的确定力”，以与“形式上的确定力”相对
应，并统称为判决的确定力。
如我国最早提出“既判力”概念的刘家兴教授就认为，“既判力是判决在程序法上的确定力，包括形
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
前者是指判决一经生效，当事人就不得对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提起诉讼或提起上诉。
后者是指判决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问题，不得争执，不容改变”。
②这一学术主张无所谓对错，甚至可以说具有相当突出之合理性。
但笔者认为，它不适合于我国大陆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实践，并极易造成判决效力概念术语体
系上的混乱。
③因此，主张以“判决确定”的术语取代“形式确定力”，④并将所谓“实质确定力”直接称为“既
判力”。
 综上所述，确定判决的既判力有两项核心性的特征：其一，它是判决在确定之后才具有的效力；其二
，它是确定判决诸多规范性效力中之一组成部分，是同样作为判决的规范性效力而存在的形成力和执
行力的基础和前提。
其内涵是：确定判决所包含的、以诉讼标的为目标和界限的实体性判断，对纠纷中的实体性事项所产
生的终局性法律效果，即在实体层面上对当事人及法院所产生的终局性约束力。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法院作出的生效（确定）判决中，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
力。
”①笔者认为较为妥当，但需稍做修正：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中对诉讼标的中的实体性事项的判断
，所具有的确定力和通用力。
 在民事判决效力的构成体系中，既判力是最基本的规范性效力。
它与“民事纠纷的诉讼终局解决”这一价值目标密切关联，是保障确定判决对民事纠纷的终局性解决
效果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效力。
如果没有既判力，就无法阻却当事人对已为确定判决所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再度争议，就无法阻却
当事人再次提出与已经确定判决的实体性判断相冲突的新的请求和主张，就无法为法院拒绝受理当事
人的这种新请求、主张提供正当性的依据，也就无法保障诉讼程序对民事纠纷的解决效果的终局性和
彻底性。
 （二）形成力（实体法属性的效力） 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通常将诉区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及
形成之诉②三种形态，进而民事判决也可以相应地区分为确认判决、给付判决和形成判决。
但是，由于这两种分类模式均是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为完成自身的体系而作出的一种人为的主观设计，
其与纷繁复杂的民事诉讼实践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三种类型的判决与三种类型的诉之间并不存在
机械的对应关系。
如给付之诉在原告方胜诉时产生确认判决，但在原告方败诉时却可能产生确认判决；形成之诉在原告
方胜诉时产生形成判决，而在原告方败诉时亦可能产生确认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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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判决既判力研究》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体系实现了对民事判决既判力理论和制度的系统研究。
《民事判决既判力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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