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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发生着极大的变化。
由于这种发展和变化的快速，使得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都显得跟不上步伐，因而变得似是而非，
比如对法律的理解。
    传统中国人的观念里，一来认为打官司是很丢人的事情，二来对司法的正义持有怀疑的态度，三来
觉得打官司过于麻烦。
所以遇上一些事情，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愿意和别人对簿公堂。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中国社会进入发展阶段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根本不懂得
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下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农村姑娘家境贫寒，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和几个小姐妹一起
来到城市，在一家饭馆里打工。
一次有一个客人在喝醉酒之后将她强奸，在农村的观念里，这是一件极为丢人的事情，她不敢将这件
事告诉家人。
在身边的小姐妹劝说下，她才同意将对方告上法庭。
然而由于缺乏法律常识，这个小姑娘在被侵犯之后没有及时保留证据，反而出于遮羞的心态，自己将
被对方侵犯的证据都消灭掉了。
最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判决她败诉。
官司没有打赢，自己被侵犯的事情却闹得人尽皆知，这个姑娘最终因为受不了心理压力而跳楼自杀。
    如上面这个案例一样，因为缺乏法律常识而酿成的悲剧，其实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很多人在需要打官司维权时，不知道法律的程序，不知道如何找证据，不知道哪些东西可以成为证据
。
    其实法律已经融入了人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在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和法律息息相关。
比如我们出去买东西和商家产生了矛盾，就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帮助；我们上班工作，与用
人单位签订合同，便受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夫妻双方之间的矛盾，由《婚姻法》帮助解决⋯⋯
可以说在今天的社会里，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离不开法律的帮助。
人们都应该了解和认识法律，更进一步地对法律有清晰的概念。
一方面可以明确自己的法律义务，比如：作为儿子，对父母要履行赡养义务；和别人签订了合同，就
有履行合同的义务。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此明确自己的权利，比如：作为未成年人，有受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
的权利；作为债权人，有向债务人申请偿还债务的权利；作为公民，有要求行政单位提供行政服务的
权利。
    这些权利和义务如何实施，由谁来实施，其中哪些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可能很多人只是一知半解。
不过没关系，本书会给您答案。
我们意在通过浅显易懂的文字、生动有趣的案例、简单明了的分析，来让您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
学会打官司必需的法律常识，并且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希望本书能够为您的生活带来方便，让您更好地贴近法律，贴近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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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让普通人了解正确处理法律纠纷原则和步骤的法律普及书。

　　本书脉络清楚、语言平实，就日常生活中的婚姻、家庭纠纷，消费维权纠纷，劳动、房产合同纠
纷，交通、医疗事故纠纷，常见民事纠纷，行政纠纷等法律纠纷个案，做了详细解读。
一步一步教你学会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步骤，把责任分清楚，既能让读者从个案中了解生硬的法律条文
，也能指导读者在真正打官司时避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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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课程一 打官司步步为“赢”
第一步：想打官司，先找证据
证据是什么？
什么能做你的证据？

怎么保留证据，怎么搜集证据？

证据也是过期作废的吗？
怎么延长证据的“保质期”？

第二步：打官司前，就要打的预防针
什么是财产保全？

怎么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第三步：找个好律师，写封好“状纸”
为什么要委托代理人？

什么人能做你的代理人？

好律师有什么用？

民事答辩状的格式是啥样的？

第四步：法官有问题，申请他回避
当事人有权利申请哪些人回避，要怎样申请？

申请被驳回了怎么办？

第五步：民事官司全跟踪，几步很关键
怎样出示证据与质证？

当事人向证人、鉴定人发问也是有规矩的
法庭辩论了，你该怎么办？

第六步：一审不满意，如何申请上诉？

一场官司最多有几审？

上诉需要些什么？

二审与一审有什么区别？

第七步：怎么申请执行？

什么是先予执行，怎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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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强制执行，怎么申请？

为什么会有中止执行？

课程二 婚姻、家庭纠纷
要打离婚官司，注意搜集证据
家庭暴力，拿什么证明？

酒后的离婚协议
离婚了，债务说得清么？

赌债虽是债，亲人不承担
想要赔偿别等离婚后
探望子女是权利，无故阻止遭强拘
亲爸争不过后爸
私生女的抚养费
养子不孝，向法院要公道
丈夫放弃继承权，妻子有权过问？

奶奶遗产之争
送走的子女争遗产
离婚了，老公遗产照样继承？

夭折孩子也继承遗产
夫妻同丧，亲人为争遗产上法庭
再婚儿媳，好心得遗产
三辈同逝，遗产成难题
课程三 消费维权纠纷
要打维权官司，证据怎么找？

保安搜身，超市赔钱
怎么才能证明商品有问题？

理直气壮要赔偿
想找谁赔就找谁赔
说好赔十就赔十
赠品不好也要赔
买单假币谁之过？

购物受伤，商家担责
化妆品过敏，商家也要赔？

住宿被打谁负责？

供暖不足，物业交费
东西再便宜，不行也要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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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东西，商家肯定全赔？

课程四 劳动、房产合同纠纷
没签劳动合同，怎么证明劳动关系？

工作不签合同，要他双倍工资
投保不足额，差钱公司要
公司没有了，工资还能要？

我是农民工，要钱上法庭
法定八小时，额外有补偿？

无故开除没道理，索要补偿很正当
上班要培训，费用谁来担？

楼顶属共有，不是谁私产
地是你的，房是我的，私拆也得赔
农村宅基地，没有继承权
房子没过户，不等于没权利
合同有条件，房子过了户还能改？

房产证也有诉讼时效问题？

有合同在，一切就都在
出售抵押房，退钱又赔偿
合同有规定，推迟交房要补偿
购买拆迁证，也是合法权益
课程五 交通、医疗事故纠纷
交通出事故，靠什么索赔？

啥叫交通运输方承担无过错责任？

车下出事谁来赔？

飞来横祸谁之过？

加速吓坏人，司机也担责？

怎么打医疗纠纷官司，怎么搜集证据？

药物有问题，诊所负全责
敢改病历，责任难逃
患者院外淹死，医院也有责
换了儿子谁之过？

手术有过失，医院逃不了
课程六 常见民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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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难算清，证据说话最重要
官司未判先执行
告了不能随便撤
申请保全保安全
欠条借条大不同
小心“一事不再理”原则
上课得急病，责任归谁负？

好心遭报应，送东西要小心
路过楼下被砸中，嫌疑住户都别跑
见义勇为却遭难，补偿家属以安慰
借钱没借条，要账没有理
借钱只是借钱，管他用来做甚？

利息太高不受保护，不要被此引诱借出钱
担保有责任，别轻易担保
代人写欠条，倒霉怪自己
银行凭条可当不了借条
欠钱就得还，狡计逃不了
课程七 行政纠纷
行政官司怎么打，谁负责提供证据？

打败公安局的官司
行政不作为，消防局被告
违章处罚未录像，败诉退罚款
认不出假证，房管局被诉
税务局犯浑，败诉又赔偿
行政诉讼的时效是多久？

许可证纠纷，土地局败诉
工商局人员追人致残，处罚未成还赔款
的哥告城管，胜诉追罚款
规定造成不公平，公交车司机状告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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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今中国是法制社会，老百姓倘若在寻常生活里遇到一些纠纷，都可以依托法律来解决。
比如别人借了钱不还、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了不良商家等。
要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就必须打官司。
要想打赢官司，就必须要掌握足够的证据。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成为证据，我们又该如何寻找证据，如何让证据成为自己维护权利的帮手呢
？
证据是什么？
什么能做你的证据？
 所谓证据，就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的一切依据。
换句话说，不管是什么材料，只要它和案件当中的事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法庭能够根据这一事实认定
与案件相关的法律事务是否存在，那么这些材料就可以作为证据。
 打官司需要的证据，必须首先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物证和人证。
也就是说，根据案件事实主观推断或是凭空猜测所得出的结论，不能够作为证据。
 其次，打官司需要的证据，必须要和案件事实本身有关系。
比如，我们经常在电视、电影中看到公检法机关要求嫌疑人提供不在场的证据，那么嫌疑人所提供的
人证和物证就必须和此有关系。
无关的人员和物品不能作为证据。
 最后，证据的收集必须合乎法律规定的条件。
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当事人和法院在调查和收集案件相关证据的时候不能够违反法律的规定
；另一方面，法院在对案件收集的证据进行审查时，也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
 也就是说，能够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那么，到底什么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一）书证；（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
 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书证和物证是最为直观，也最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它们是以文字或物品的形式呈现的实物证据，比如民事债务纠纷中的债务和欠条。
 视听资料是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图像、录音或是录像以及电脑储存的资料等。
它是一种被固定、保全的证据。
但是由于视听资料容易被伪造，因此法律规定视听资料必须经过审查认定才能作为证据。
 证人证言，是指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
由于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左右，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对行政
案件进行调查时，被调查人必须据实陈述所了解的真实情况。
我国法律规定，证人在相关机关调查案件时提供伪证，一旦被证实，将被处以罚款或司法拘留。
 当事人陈述是指案件的当事人就案件的真实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执法人员进行的陈述。
由于当事人陈述通常带有主观色彩，在陈述过程中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所以法律规定对
于当事人提供的陈述资料，司法机关必须进行核实。
核实后证明确实存在的，才能作为证据。
 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后提供给司法机关的
意见，以便辅助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
比如法医鉴定、指纹鉴定等，都属于鉴定结论。
勘验笔录是指司法机关在调查案件事实的过程当中，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或事实现场进行勘验和检查
之后制作的笔录。
勘验笔录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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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保留证据，怎么搜集证据？
 根据我国相关的诉讼法律的规定，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
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比如在民事借贷纠纷中，原告提出被告人拖欠金钱不还的主张，那么就必须提供被告借款的证据来证
明这一事实。
 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要在打官司时提供证据证明自己陈述的事实。
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本身缺乏搜集证据的能力，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申请法院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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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暴力，拿什么证明？
 离婚了，债务说得清么？
 怎么才能证明商品有问题？
 没签劳动合同，怎么证明劳动关系？
 ⋯⋯ 这些权利和义务如何实施，由谁来实施，其中哪些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可能很多人只是一知半解。
不过没关系，海波编著的《你其实不懂法律纠纷课》会给您答案。
我们意在通过浅显易懂的文字、生动有趣的案例、简单明了的分析，来让您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
学会打官司必需的法律常识，并且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希望《你其实不懂法律纠纷课》能够为您的生活带来方便，让您更好地贴近法律，贴近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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