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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我国法律职业岗位的设置日趋科学合理，经改革、改制建立起来的法学学科教育与高等
法律职业教育并存并举、协调发展的法学教育体系已逐步完善，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在全国已形成一定
规模。
为加强对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指导，进一步推动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司法部组织部分专家
、学者编写了这套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供各有关院校使用。
    本书为切实帮助广大高职高专学生真正掌握三大诉讼的基本原理，使其能在实际工作中熟练、灵活
地运用法律，分20章详细阐述了诉讼原理概述、诉讼价值、诉讼模式、诉讼法律关系、诉讼与诉、诉
讼主体与非诉讼主体、诉与诉权、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管辖、诉讼提起
、诉讼证据、诉讼证明、诉讼过程、诉讼时限、诉讼保障、诉讼结论、执行、诉讼监督等问题，通俗
易懂，深入浅出，与实际结合紧密，富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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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锡庆，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现任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
兼任全国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徐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上海分部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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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诉讼行为的形式　　诉讼行为是诉讼主体依法在诉讼过程中所做的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
然而，诉讼主体是包括国家机关及当事人在内的各种法律行为的主体。
为简明起见，可以将诉讼行为形式简单地分为法院行为、当事人行为两大类。
　　一、法院行为　　法院是案件的受理、审判机关，法院在诉讼中拥有主持纠纷的审理以及作出“
非黑即白”式判决的职责。
综观法院的诉讼活动，其行为类型主要包括：　　（一）诉讼指挥行为　　这是就案件审理的顺利展
开而进行的活动。
其内容主要包括：①指挥程序的进行与运作，例如，法院决定开庭的日期，决定是否准许当事人的回
避申请，决定是否延长审理期限，决定是否中止或终结诉讼程序，对扰乱法律秩序的当事人及其他人
采取强制措施等等；②适用诉讼规范解决相关的诉讼问题，例如，进行管理权的移转，追加原告、被
告及其他当事人，决定案件是否合并审理；③指挥法庭辩论，在庭审过程中安排辩论的顺序，限制辩
论时间和内容，决定是否要进行新的调查取证并通知新的证人到庭参加诉讼等；④明确诉讼关系，例
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的规定，为了促进当事人的有效辩论，可以行使释明权使双方当事人
明确案件争执的焦点之所在，让当事人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进行辩论。
此外，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中，法官也有义务将案件的主要“争点”提交陪审团考虑。
　　（二）审理行为　　这是主要就案件事实进行的查证活动。
诉讼是一种根据已知事实对案件进行裁决的活动，这决定了事实（证据）问题在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
。
法官在调查事实方面的行为，不外乎是“认可”与“发现”两种基本方式，由此导致不同的诉讼结局
与法律功能。
“认可”在西方国家中，多指法官根据“良知”与“公正”对有关事实问题的自由心证。
虽然我国诉讼法未对自由心证问题作出规定，但审查证据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主观认定的过程，况且如
“鉴定结论”等证据形式本身还具有充足的科学根据，法官加以采用正体现了对权威部门的尊重。
然而，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中，法官不仅局限于对事实的认定，对其本身认定的事实还负有证明责任，
可以依据职权“发现”证据。
例如，诉讼法中有关法院调查取证职权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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