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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丛书：新民事诉讼法原理与适用》由最高人民法院部分资深法官和
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部分专家学者共同撰写。
《最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丛书：新民事诉讼法原理与适用》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为依据，贯以立法论，辅以解释论、适用论，集新民事诉讼法条文意旨、新设规则、法学理论、实务
见解之大成，注重介绍立法背景情况，注重力求准确框定条文要义，注重对制度要件的理论分析，注
重对实务操作进行指导，适合广大法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者在学习、适用新民事诉讼法时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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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媒体舆论以及审判机关的反映来看，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似乎比较严重，恶意诉
讼、虚假诉讼、诉讼中的虚假陈述、拖延诉讼、伪造证据等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在应对社会诉求方
面，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实际上，就民事诉讼体制、诉讼观念、社会观念、法律与伦理统合性、纠纷解决传统而言，我国相比
西方国家，更容易接受诚实信用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规制，更容易将诚实信用原则条文化。
从诉讼体制来看，我国的诉讼体制体现着更强的法院职权干预。
在诉讼观念上更强调对实质正义、实质真实的追求，诉讼法律地位方面更强调当事人的义务性。
在社会观念方面，国家本位、义务本位、国家主义、团体主义、社会责任、社会效果优越的观念更加
突出，也更强调法律与伦理的亲和性，法律与伦理分离不像西方国家那么明显，对大陆法系国家所主
张的协动主义具有自然的亲和力。
所有国外支持诚实信用的根据在我国都是以强化的形态存在的。
在国外，诚实信用原则被普遍作为一种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辩论主义（原则）、处分权主义（原
则）的修正或补充，诚实信用原则存在的前提是前者的现实存在。
而我国的情形有所不同，在制度语境上并不存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没有辩论主义（约束性辩论
原则）和充分的处分权主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诚实信用原则的明文化似乎是没有必要的，
并非一个真命题。
在想像中，对于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通过法院强有力的职权干预，并借助我们
普遍存在的诉讼观念、社会观念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应该可以很好的应对。
但现实却非如此，诉讼权能或权利滥用的情形似乎相当普遍，社会尤其是法院也急切地需要诚实信用
规制予以应对。
这是一个以往以至现在我们都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
以往的思路依然还停留在，既然国外有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备受到追捧，我们也应该有。
这种思路和思维都离开了我国的语境和国外的语境。
理论界更多地是从理论的预设，如民事诉讼体制的转型、约束性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完全确立之后
的未来场景来考虑的，这种未来场景就是现在国外民事诉讼的场景。
显然，我们的体制并没有发生转换，司法体制的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
革和社会的发展。
 从我国的语境观察，司法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应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主要原因还在于司法权乏力，司法
缺乏足够的权威。
这就使得虽然诉讼体制上具有很强干预色彩，但却因为司法的非自主性，司法只能在政策支持以及政
策框架内能动，致使法官难以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效地控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滥用。
相反，当事人却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如司法信访）挑战法官的裁量行为。
在一个缺乏司法自主权威的现实中，法官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权威。
加之司法的行政化、法官责任追究制的存在，法官就只能依靠非常明确、细化的法律规定去实施裁判
行为。
这种状态也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带来了不确定性。
一方面，从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诚实信用原则还没有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规定，即使像德国、
奥地利等国所规定的真实义务也都没有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另一方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
情形是多种多样的，也很难在民事诉讼法中作出具体的禁止性规定。
这就需要通过法官在具体个案中运用诚实信用的基本原理或法理，形成一种个案司法解释，并成为一
种具体指引，使人们能够透过这些个案理解诚实信用原则，预测类似诉讼行为的法律后果。
从大陆法系各国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践来看，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各种判例予以实现的
，这些判例对审判具有指引作用，即使没有英美法系判例那样强的硬约束，但会实际发生软约束作用
。
同时，借助这些判例，实务界又与学术界的分析、批判形成互动，逐渐形成一种司法共识和司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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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
比较而言，在我国，显然缺乏这样司法运作机制和理论界的互动机制。
司法体制和司法权的社会地位使我国既不可能具有大陆法系国家这样的判例体制，更不可能具有英美
法系的判例法。
尤其是在民事审判泛调解化的当下，裁判权重日益下降，裁判的解释和指引作用难以发挥。
虽然我国初步确立了案例指导制度，但基于同样的问题，案例指导试图借助司法行政化机制予以推行
，但从现实来看依然是举步维艰。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尽管可以细化规则，但仍然是确定规则，与立法同样面临难以具体化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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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民事诉讼法原理与适用》是最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丛书之一，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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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加强改进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重要机遇。
让我们以学习、贯彻修改后民事诉讼法为契机，振奋精神，扎实做好民事审判执行工作，努力实现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新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买晓明 本丛书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下三个“紧密结合”：第一，将
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和立法背景资料紧密结合；第二，将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和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
题紧密结合；第三；将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和民事诉讼法理论紧密结合。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张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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