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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商务印书馆与法律著作的出版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学界对此尽人皆知。
民国时期的法律著作和教材，除少量为上海法学编译社、上海大东书局等出版之外，绝大多数是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
尤其是一些经典法律作品，如《法律进化论》、《英宪精义》、《公法与私法》、《法律发达史》、
《宪法学原理》、《欧陆法律发达史》、《民法与社会主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皆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
目下，商务印书馆领导高瞻远瞩，加强法律图书出版的力度和规模，期望以更好、更多的法律学术著
作，为法学的繁荣和法治的推进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举措之一，就是策划出版一套“法学文库”。
在当前国内已出版多种法学“文库”的情况下，如何体现商务版“法学文库”的特色？
我不禁想起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所引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1613-1682）的一句名言。
顾氏曾将著书之价值界定在：“古人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无者”。
并以此为宗旨，终于创作了一代名著《日知录》。
顾氏此言，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研究成果必须具有填补学术空白之价值；二是研究对象必须
是后人所无法绕开的社会或学术上之重大问题，即使我们现在不去触碰，后人也必须要去研究。
这两层意思总地表达了学术研究的根本追求——原刨性，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法学文库”的立意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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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系统探讨法院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与法制中的作用的国内首部专著。
着重解决三大问题：一是香港法院发挥作用的政制与法制基础问题；二是香港法院的基本组织与晚近
发展问题，它包括了对法院组织结构和法官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三是从法院运行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
法院的具体作用领域、作用途径及作用力问题，包括法院的运行特征、运行机制，以及新体制之下法
院和法官在释法、造法，以及实现普通法与大陆法的衔接中的技术整合问题的研究。
　　在综合运用历史考察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吸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运用翔实的资料、严密的
论证，深刻揭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政治定位与权力运作。
在此基础上，建设性地提出了“法院作用受制于观念传统及政治法律传统”，“法院作用与法治及宪
政的成熟程度成正比”，“法院作用与人权事业有同步的成长性”等学术观点。
对于研究香港法院及中国的司法改革，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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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茂云，浙江人，1963年生，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年获吉林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律教育研究会
常务理事。
2000年至2006年，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学、比较法与外国法。
代表性论著有《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馍美两国判僦比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制
特色》、《比较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作用》、《从废止齐案“批复”看司法改革的方向》；合著有
《宪政视野下的司法公正》、《行政法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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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他财务附属救济程序往往因为双方感情破裂而难以实现，更因为缠诉而耗费家庭财产。
所以对婚姻诉讼规则的改革主要集中在降低传统普通法诉讼中的对抗性和改变法官的被动作用。
2003年《婚姻诉讼（修订）规则》将婚姻诉讼附属救济程序分为三个阶段。
在开始阶段，除被告要提出答辩外，新规则要求双方以简化表格形式相互提交各自的经济状况咨询，
并向法院提交双方争议要点和争议事实。
在第二阶段审前聆讯中，双方必须出席首次约见，并由法院制定出有约束力的时间表。
双方在法官主持下交换意见，法官也会视情况对双方提供协助。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则进入第三阶段的正式审理。
新规则要求在每一阶段中，双方必须披露到聆讯当天为止本方所承担的诉讼费用，这样法官和双方当
事人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对方支付诉讼费用的总体数目，以促使双方在理智的基础上选择下一步的解决
方案。
新规则在提高法官主动性的同时，通过信息披露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从而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
效率。
香港大律师公会对这项改革的实践也表示了总体上的认同。
（二）简化并改善民事司法程序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致力减少不必要及缺乏理据的非正审申请。
滥用该等申请是导致额外费用及拖延诉讼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改革后，如情况许可，法庭可以根据呈交的文件处理非正审申请，而无须进行聆讯。
为了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将采取措施，提倡在非正审申请的讼费评定方面，以简
易程序评估讼费方式进行，从而减少使用讼费评定的程序。
讼费评定官有权根据提交的文件，以书面方式做出临时讼费评定，而无须进行聆讯。
此外，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还就非正审上诉引入一项重要的过滤程序，即针对原讼法庭法官的非正审判
决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必须先取得上诉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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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研究》：法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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