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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民事诉讼法》再度通过一系列法律被修订。
主要是2002年1月1日生效的《民事诉讼改革法》对民事诉讼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根本性重塑。
对民事诉讼法产生重要作用的还有《德国民法典》的新修订，这主要通过《债法改革法》和《租赁法
改革法》而实现。
前不久颁布的《州高级法院代理改革法》和《修订有关损害的规定的第二次法律》也为民事诉讼创造
了重要的规定。
这些法律的改革使得有必要对《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的各个部分进行修订和在广泛范围内重新
编写。
因此，《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反映了最新的法律状况。
当然，自上一版本以来出版的判例和书籍在修订《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中都被注意了。
感谢本书的读者圈子所给予的指点和建议。
这样的意见总是我们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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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缩写目录关于使用本书的几个建议第一章 关于解决民事诉讼法案例的方法　一、与解决民事实体法案
例的区别　二、不同的考试类型　三、其他的提示第二章 民事诉讼的开始　一、导论与思考　二、双
方当事人的视角　　（一）概述　　插入部分：咨询救助和诉讼费用救助　　（二）案例　三、律师
的角度    （一）律师的地位和任务    （二）具体案例中律师的活动      插入部分：法院的管辖权　　　1
．诉讼途径的管辖权　　　2．事务管辖　　　3．地域管辖　　　4．职能管辖　　（三）诉状的拟撰
　四、法官的角度　　（一）民事法院的业务活动　　（二）准备主期日　　（三）关于具体情况下
法官的活动的示例　案例与提问第三章 程序的进一步发展　一、言词辩论期日的塑造和进程　　（一
）和解辩论　　（二）开启　　插入部分：笔录　　（三）导人实体状态和争讼状态　　（四）对席
审理和证据调查　　（五）裁判　二、程序原则　　（一）法定听审请求权　　（二）要求公平程序
的请求权　　（三）处分原则　　（四）辩论原则和职权探知原则　　（五）言词原则和书面原则　
　（六）直接原则　　（七）公开原则　　（八）违反程序原则的后果　三、诉之合法性　　（一）
涉及法院的诉讼要件　　　1．德国裁判权　　　2．诉讼途径的合法性与管辖权　　（二）涉及当事
人的诉讼要件 　　　1．当事人能力　　　2．诉讼能力　　　3．诉讼实施权限　　（三）涉及诉讼
标的的诉讼要件　　1．所主张权利的可诉性　⋯⋯　第四章 诉讼中的当事人行为第五章 当事人实施
诉讼的其他可能性第六章 事实陈述与证据第七章 法院的裁判第八章 强制执行第三次考试练习案例与
提问法条索引关键词索引翻译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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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1.证明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对查明争议的事实所提出的要求（本书边码461）。
证明度由法律规范确定。
通常情况下规定了“高盖然性”，但也存在一系列情形，在这些情形许可“证明度减轻”（本书边
码462）。
　　92.在表见证据的情况，从确认的事件中得出惯常与该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典型的、特定（对法律具
有显著意义的）事实。
对此的前提要件“典型的事实过程”是从生活经验中得出（本书边码463）。
在关于过失的表见证据的情况涉及的完全是这样的事实情况，其大部分特征被包含在支持过失行为的
一个惟一的经验法则之中（本书边码464）。
与之相对，判例在因果表见证据的情况，为了调查所有可列入考虑的损害原因的盖然性使用了众多的
甚至也是相反的经验法则。
通过这种方式表见证据也被适用到具体的案例中。
被认为的损害原因因此被认为是典型，因为它针对其他原因来说从可能性上看是盖然性最高的。
然而，这些情形比起通常的证明度来说只是达到了较低的盖然性程度。
通过这种方式，在责任根据的因果关系上——由表见证据遮蔽的——降低了证明要求（本书边码466）
。
但表见证据并不仅仅限制在过失证据和因果证据上，而是可以在经验法则能以充分的盖然性支持法官
得出“对法律具有显著意义的事实实现”结论的地方适用（本书边码467）。
　　93.证明“安装在K的汽车里的配件在安装的时刻就是坏的”的证据在该配件被清理之后已经无法
再举证。
该配件的消失归因于B的行为，他在拆卸下该配件后就没有再关心过该配件的下落。
但基于前面发生的事情，B必然知道该配件在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中起重要的作用；因此原本可以期
待他细心处理该配件。
保管配件的义务可从当事人双方缔结的加工合同中导出。
因此在本案中涉及有过错的证明妨碍。
如果人们认为证明妨碍导致证明责任倒置，则无法澄清的风险就由B承担。
相反，如果人们持有相反观点而让法院承担从B的行为中在证据评价的框架下得出结论的任务，则人
们可从B的行为中得出为什么他不保存这个配件的确信的理由。
如果B不能——从上述出发点——成功说明该理由，则法官将会将他的裁判建立在下列观点基础上：
鉴定该配件将会证明K的主张，因为否则的话B原本会保存该配件以证明他的陈述（本书边码469及其
之后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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