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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6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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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立华，男，1976年11月生，浙江省江山市人，法学博士。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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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　　这一问题对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不顾案件的事实真相片面追求效率，司法就不能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就失去了存在价值；然而
仅从公正性出发，不顾现实条件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真实性，使案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不仅是对司法
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由于不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因而也是不公正的，“迟到的公正等于不
公正”。
法律与道德不同，道德鼓励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正义，而法律只鼓励人们追求现实的、有限的正义
，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波斯纳所言：“对于公正正义的追求，决不能无视追求它的代价。
”无论是站在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个人的理性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立场上，我们在追求公正的同时都要考虑效率。
明智的选择不是片面地追求公正或效率，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就要求对案件事实的认
定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
因此，现实司法活动所依据的事实只能是可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证明、确认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
事实。
此外，案件的审判过程实际上是过去事实的重现，裁判者以及其他参与诉讼活动的专业法律人士都没
有亲眼目睹案件事实发生的经过，他们除了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寻找证据来证明、再现案件事实之外
，就只能是根据其主观的臆想，而离开证据的臆想，是绝对不可靠的。
因此，证据就成为裁判者审判案件的唯一凭据。
只有证据才是裁判者无限接近客观事实的途径，任何脱离证据的臆想至多只是寻找证据的先导，而不
是证据本身，也不是法律事实。
　　3．实践论与证成：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或理
论是否是真理，不是以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以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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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法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已经证明，诉讼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没有相
应的诉讼制度作为依托，实体权利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没有完善的诉讼制度予以保障，实体
法律将无法如其所愿地实现其追求的立法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诉讼法制的完善程度如何，还直接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文明、民
主和法治的程度，是区分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谈到，“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
绝不是无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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