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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湖北省政府行政复议专家组成员；湖北省检察院、湖北省法院、武汉市
法院等单位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主编和参加编写省部级以上统编教材九部，出版《转型期中国民事纠纷解决初论》等个人专著两部，
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商研究》等法学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主持和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七项。
其中，有两部统编教材分别获省部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北京市政府）和二等奖（司法部）；两部个人
专著和两篇学术论文分别获中国法学会颁发的二等奖和三等奖；一篇论文获湖北省委宣传部颁发的优
秀论文一等奖；并有多篇学术论文被全国重要刊物转载或摘要。
2002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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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只有阐明了诉讼标的是什么，当事人才能明确争执的最核心内容，才能集中一切资源
进行有效的证明和辩论。
 （3）只有阐明了诉讼标的是什么，并确定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才能准确地适用诉的合并、变更制
度。
 （4）只有阐明了诉讼标的是什么，并确定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才能有效区分一诉与他诉，从而准
确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和准确适用既判力规则。
 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诉讼标的理论主要有旧实体法说、新诉讼标的说和新实体法说等。
 旧实体法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具体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
按照该学说观点，实体法上存在多少个请求权，诉讼法上就存在多少个诉讼标的，诉讼标的的识别根
据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
旧实体法说有利于确定当事人争讼及法院审判的对象，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明确，有利于当事人民事实
体权利的实现与保护。
因此，该理论对整个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今天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
的诉讼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仍占有统治地位。
但旧实体法说无法解决请求权竞合时面I临的尴尬，实践中可能导致增加法院负担，削弱民事诉讼法解
决纠纷的功能，或导致一个事件上同时或先后存在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判决。
于是新诉讼标的理论便应运而生。
 新诉讼标的理论经历了从二分肢说到一分肢说的演变。
二分肢说又称诉的声明和事实理由说。
该学说认为诉讼标的是纯粹诉讼法上的概念，不应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作为识别标准，而应寻找诉讼
法上独立的识别标准。
这个识别标准就是诉状中原告所提出的诉讼的声明和原因事实。
具体的识别方法为：两要素中一者发生变化，则诉讼标的发生变化；一者为复数，则诉讼标的为复数
。
但是，对于几个请求权的发生是基于几个不同的事实，而要求为同一给付的诉讼的诉讼标的应当如何
识别，二分肢说也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为修补二分肢说的理论瑕疵，又产生了一分肢说。
一分肢说又称为诉的声明说。
一分肢说认为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仅应以诉的声明为依据，凡以同一给付为目的的请求，即使存在不
同的事实理由，诉讼标的仍为一个。
一分肢说尽管合理地解释了实体法请求权竞合时诉讼标的的单一性，但由于其追求诉讼标的的纯粹诉
讼法效果，在识别诉讼标的时未对事实理由予以充分考虑，在某些案件中会造成法院判决的既判力的
遮断效力过大的弊端。
 由于新诉讼标的理论所存在的局限，尤其是割断了与实体法的关系，所以一些学者又回到实体法角度
来研究诉讼标的问题。
于是有了新实体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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