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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审前程序》一书由齐树洁任主编，诉讼法专业博士生陈贤贵同学任副主编。
在历时一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搜集、阅读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并到广东、浙江、江苏、四川、重
庆、福建等地的法院进行了调研，多次参加司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讨会。
本书阐述民事审前程序的基本原理和制度，介绍各国和地区相关立法、判例和学说，分析审判实践中
的疑难问题。
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立足我国国情，总结司法经验，构建体系完备、功能齐全的民事审前程序，促
进当事人和解，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审前程序>>

作者简介

齐树洁，男，河北武安人，1954年8月生。
1972年12月自福建泉州一中应征入伍，1978年4月从新疆部队退役回乡。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1982)，厦门大学民商法专业法学硕士( 990)，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法学
博士(2003)。
曾在西南政法学院(1983)、菲律宾Ateneo大学(1989－1990)、香港大学(1994－1995)、台湾中山大
学(1999)、伦敦大学(1999－2000)、德国Freiburg大学(2000)、中国人民大学(2000)、澳门大学(2002)研修
和访问；主编《律师诉讼案例》、《商法概论》、《民事程序法》、《民事司法改革研究》、《英国
证据法》、《破产法研究》、《证据法案例精解》、《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等著作。
现为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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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基于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难以适应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实
际情况，法院将“指导当事人举证”作为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
程序保障的核心价值在于保证诉讼当事人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平等地参加诉讼。
当事人在法官释明下修正、补充自己的诉讼请求和主张，并通过释明获知法官在适用法律上的意见。
这不仅能够促使当事人充分地举证、质证，有效地进行攻击和防御，而且使案件事实趋于明了，从而
保证当事人充分参与了法庭审理的过程。
释明权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弱者诉讼能力的不足，使诉讼技巧和能力的差异不会成为案件审理
结果的决定因素。
　　释明权制度是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中，当事人与法院相互合作，共同发现案件事实和促进诉讼。
该模式在坚持辩论主义的前提下，对辩论主义的不足进行补充和修正。
为实现这一修正，必须赋予法院一定的职权，释明权制度则恰如其分地充当了这一角色。
一方面，法官通过行使释明权协助当事人共同发现案件事实，另一方面由于法官行使释明权，使当事
人获知法官在适用法律上的意见，并且与法官进行法律上的讨论，对法官的法的判断权施加一定影响
，从而实现了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的交流合作，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
　　释明权制度还具有防止法院突袭性裁判的功能。
所谓突袭性裁判，是指法院违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释明义务，没有赋予当事人就相关事实与法律适用
表明意见的机会，就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裁判。
突袭性裁判包括事实认定的突袭与法律适用的突袭。
对于来自法院的裁判突袭，辩论主义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因为辩论主义只约束了当事人对事实和证据
的提出。
处分权主义则保证了在诉讼标的问题上当事人的决定权。
对于这些事实主张，法官如何评价则是适用法律的问题，不受当事人主张约束。
突袭性裁判侵蚀了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利，动摇了裁判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为了防止发生法院突袭性裁判，要求法官通过行使释明权，将“可能采用何种法的构成向当事人作出
释明，并与此相应地保证当事人进行充分的主张和举证活动”。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法律层面上，释明权制度在民事诉讼立法中仍处于空白状态，释明权的某
些内容仅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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