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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说来，有关诉讼费用的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上并非中心或具有关键意义的领域，我国现行民事诉讼
法中的有关规定只有一个条文就是明证。
就作为规范解释学的民事诉讼法学体系而言，再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也只能说对诉讼费用制度的解
释及研究大都处于学科的边缘位置，或者说经常涉及的是与法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有关的研究。
但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有关诉讼费用的研究状况却与其他国家略有不同。
诉讼费用往往被认知为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法院的公信力以及审判制度整体的正当性基础等基础性
、根本性的原理或价值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事实上，在研究者的投入之厚薄高度不均衡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领域，有关诉讼费用的研究成果已经
有了相当的积累。
甚至与国外诉讼法学界通常视为本学科中心问题之一的如既判力制度等相比，在我国此厚而彼薄的程
度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状况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和转型期种种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确实应该说诉讼费用的问题对于
我国的诉讼审判制度及司法实践来讲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既延续了若干先行研究的思路，自身又有新的突破而形成的一项重要成果。
本书主要由理论探索、两项实证调研的成果和域外相关制度的考察三个部分构成，但笔者个人认为其
中最有新意或最具“突破”性质的就是实证调研的部分，因此以下的讨论将围绕该部分内容给以笔者
的启发来展开。
这一部分是本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廖永安教授分别与两位法官合作，以位于两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区
域的基层法院作为调查对象而做出的调研成果。
在笔者看来，这两项调研成果中第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虽然其中一个法院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
程度明显地高于另一法院的所在地区，但较发达地区的法院与较贫困地区的法院相比，通过诉讼收费
来缓解财政困境的动机与力度却显得一点也不弱。
当然，前者比起后者来，无论是财政拨款还是诉讼收费的绝对数额，都要高出许多，仅仅比较资源宽
松程度的话，显然前者的日子还是好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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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由理论探索、两项实证调研的成果和域外相关制度的考察三个部分构成，但笔者个人认为其
中最有新意或最具“突破”性质的就是实证调研的部分，因此以下的讨论将围绕该部分内容给以笔者
的启发来展开。
这一部分是本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廖永安教授分别与两位法官合作，以位于两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区
域的基层法院作为调查对象而做出的调研成果。
　　本书作者所做的有益探讨和达到了真正具有新意这种程度的成果，当然远远超过上文的列举。
例如关于在行政诉讼和执行等领域的法院收费，以前就极少有人论及，而本书不但正面考察了这样一
些长期以来研究积累几处为空白的课题，还提供具体而翔实的相关数据及事例。
此外，作为配套的研究，对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有代表性国家有关诉讼费用的制度所进行的考察及相
关法规的附录，也可以算本书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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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理论探索篇第一章 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改革研究一、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历史发展在我国，法
院就民事案件收费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制度。
在古代中国，衙门审理案件历来没有法定规费。
“这不仅因为当时没有民案、刑案之分，而且因为皇帝和号称‘为民父母’的官员公然向那些申诉冤
屈、吁请公道的庶民收取裁判费会被认为有失体面。
”当然，古代中国的诉讼绝非免费的游戏，“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民众批评衙门为金钱左右，是指衙门和官吏索取法外规费。
在清末法制改革前，“我国旧制于一切诉讼费用尚无明文规定，而吏役暗中索取费用，往往肆意诛求
，人民每遇讼事，动辄倾家荡产”。
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各种法外规费往往名目繁多。
在清代，仅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其设立的法外规费便有：“代书盖戳有戳记费，告期挂号有挂号费
，传呈有传呈费，准理而交保请息有和息费，又隔数目无票，便索出票费，呈词数日不批，便索升堂
费”，“审讯时有坐堂费，将结时有衙门费”。
此外，贪官污吏借机肆意勒索敲诈的状况便更令人惊目咋舌，难以摆脱。
因此，在当时社会里，“报案即须受差役之勒索”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为了逃避更多
的讼费，许多人皆认为“不但命盗案事不易报案，即争殴细事亦有不便报案也”。
事实上，类似这样没有名目的开支，其数额往往是巨大的。
于是在经历了重重的盘剥之后，原告者往往遭遇着“在城之银钱靡费若干，在乡之田畴荒芜无算，一
讼之累，有假子钱以剂者，有鬻田产犹不能尽偿者”。
如此名目繁多的费用往往令一般中常之家难以承荷，以及“因构讼而倾家荡产者”在当时社会中“比
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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