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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关联方利益的增加或减少的问题、涉及各自利益的冲突问题。
这些利益诉求都有相当的理由作为包装，因此，如何协调对于立法者而言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当然，有些问题属于政治层面，必须在政治层面上来加以考虑，并不完全，甚至不考虑法理上的理由
和根据。
作为学者的《建议稿》是以民事诉讼法理为基础的，较少或基本不考虑政治层面的问题，这也是诉讼
法学者难以考虑到的。
虽然如此，《建议稿》还是对现实情形有诸多保留，反映了《建议稿》的现实主义色彩，并未一味坚
持其理想化追求，这也许会为人们今后的诟病留下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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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由心证原则是指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是由法官针对具体的案情，
依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这一原则因其合理性而自近代以来被普遍采用。
《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
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
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该规定虽没有明确使用“自由心证”的术语，但其内容基本上反映了自由心证原则的内涵和要求。
本条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了以自由心证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基本原则，同时规定了对法官自由心
证的制约因素。
在自由心证原则下，法律虽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但也并非允许法官恣意进行自
由判断和裁量，其制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要求法官评价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须遵循逻辑法
则和经验法则，以形成合理的心证；（2）法官形成心证的原因，不仅包括证据调查的全部结果，也
包括法庭辩论的全部内容；（3）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审判人员心证形成的过程和原因应当在判决
中表明，以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有所知悉、认识或理解。
我国学界和司法界已经注意到心证公开的重要性，积极提倡建立、完善判决文书公开制度。
1999年颁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十三条规定：“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
的质量。
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
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
的生动教材。
”《证据规定》第七十九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书中表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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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经过了几年的讨论和修改，但尚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根基还比较浅，底蕴不够，因此对许多问题尚无深刻的认识，对于被
移植制度的运行机理和实况也不甚了解，这样的制度移植有很大的实验性。
比较典型的是第三人请求撤销他人之间判决之诉。
还好，这本由张卫平主编的《民事程序法研究(第7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释义)》
仅仅是建议稿，是一些人的主张和认识，提出《建议稿》就是一种参与，有了人们的广泛的参与，民
事诉讼法的修改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民主。
当《建议稿》没能发挥足够影响力时，我们更强调《建议稿》的提出是重在参与，以告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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