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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再审制度是诉讼制度发展的历史产物，本书首先着重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以及我国民事再审制度
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立法状况加以了展望
其次，围绕民事再审制度的构造及原理分析了再审之诉的诉讼标及程序构造问题。
最后，选取了荣蓦县人民法院近五年来的二十五个再审案件，结合再审原理及构造的相关理论进行了
实证分析。
本书成果必将有助于我国再审源理研究及程序构造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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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
杰，1970年3月生，四川省简阳县人，诉讼法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荣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
发表《辩论主义与协同主义的思辩》、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与和谐司法机制的建构》、《民事诉讼法修改与证据制度的完善》等学术论文二
十余篇，撰写《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研究》、
《民事诉讼体制比较研究》、 《民事诉讼法诉讼证据编》等专著五部、参编《民事诉讼法学》、
《律师、公证与仲裁》等教材六部，、主持重庆市青年社科项目《民事再审原理及程序构造》一项，
参与并完成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共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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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
　第一节　德国及奥地利再审制度发展历史
 　一、再审制度历史概况
 　二、再审制度的溯源
 　三、1877年的《德国帝国民事诉讼法》(CPO)
 　四、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ZPO)再审制度演化
 　五、奥地利的再审制度的沿革
　第二节　日本再审制度的发展历史
 　一、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的民事诉讼法
 　二、大正一五年(1926年)的民事诉讼法
 　三、平成八年(1996年)新民事诉讼法
　第三节　中国再审制度的发展历史
 　一、中国传统及近代民事再审历史
 　二、中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的变迁
 　三、中国民事再审制度启动程序的变迁
 　四、中国民事再审制度中再审事由的变迁
 　五、中国民事再审制度变迁的重要法律文件
　第四节　 中国再审制度的立法前瞻
　　一、“确信真实，依法纠错”指导思想的确立
　　二、中国再审制度结构完善的立法前瞻
　　三、结语
第二章　民事再审原理及构造研究
　第一节　再审程序构造研究
　　一、再审程序的阶段性构造概说
　　二、再审阶段构造与既判力理论
　　三、再审阶段构造与再审诉讼标的　　
　　四、再审阶段与再审事由
　　五、我国再审程序构造问题分析
　第二节　再审与既判力关系研究
　　一、既判力概论
　　二、诉讼标的理论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三、再审的诉讼标的
　　四、再审与既判力的关系
　第三节　再审事由设计研究
 　一、主要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再审事由之规定
 　二、再审事由的理论基础分析
 　三、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立法现状
 　四、我国再审事由的合理化设置
　⋯⋯
第三章　法院民事再审案件评析
第四章　检察院抗诉再审案件评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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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六）补充性原则和有罪确定判决要求的制度如下叙述的并非是再审事由的本身，而
是再审制度上所具有的特点，即有关补充性原则和有罪确定刑事判决要求的制度。
1.补充性原则首先，提到补充性的话，原状回复之诉（或原状回复事由的主张）的补充性在普通法时
代就已经确立了，这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该原则被原封不动地在各草案中加以了继受，并最终
被CPO所继承（CPO第545条）。
但在各草案中，原状回复补充性的内容仍和前述的普通法叙述的内容相同，即只不过是有关竞合的不
服请求方法哪个优先（参照同草案第689条）的问题，汉诺威（王国）1850年法对原状回复的所有事由
课以了所谓的更新制约，且为以后各草案继受，现行法律规定，在上诉程序中未进行再审事由主张的
情形下，当事人除具备不可归责的情形外，要排除通过再审的救济，再审上的更新权制约即所谓失权
制度被附加在了原来的补充性制度上。
也就是说，此时的补充性概念发生了变化（或转换）。
汉诺威1850年法有关控诉的更新权规定为，如在先行程序中具有主张可能事由的，就不能认可在控诉
中此新事实、新证据的主张，这就是所谓的失权（更新权制约）规定，且在原状回复之所有事由的主
张上，均采取了此类失权规定来加以限制（该法第445条）。
该失权规定在汉诺威草案中也加以了承袭（该草案第628条），在草案阶段，该规定完全是对再审程序
中的新事实、新证据主张的限制，因此，纯粹是更新权制约的问题，与补充性问题无关。
但汉诺威草案中控诉审的更新权限制与先前汉诺威1850年法相比不太严格，但是，再审也应受更新权
的限制吗？
有关这方面的立法讨论中认为，控诉审应有一定限度，但是作为更新权的限制，对再审如不进行此类
的限制，与过去相比，再审补充性（Subsidiareder Wiederaufnahme）不就倒退了吗？
基于此，再审应课以与汉诺威1850年法情形相同的更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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