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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诉讼法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已经证明，诉讼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没有相
应的诉讼制度作为依托，实体权利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没有完善的诉讼制度予以保障，实体
法律将无法如其所愿地实现其追求的立法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诉讼法制的完善程度如何，还直接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文明、民
主和法治的程度，是区分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谈道，“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
绝不是无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①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推进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提出了新的纲领和目标。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则培育了公众的权利观念，并由此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大背景下，通过增设新的诉讼制度以充实公民实体权利的实现途径，通过完善现行诉讼制度以保
障实体法律的公正实施，从而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步伐，已经成为我国法
治建设的关键所在。
诉讼制度的构建，与人们对诉讼原理的认识和把握有着密切的关系。
诉讼原理是人类在长期的诉讼实践中，在大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对有关诉讼活动的规律
性认识。
诉讼原理在诉讼制度的构建及运作中发挥着高屋建瓴的作用。
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诉讼原理，才能构建较为完善的诉讼制度，才能推动诉讼活动向良性运作的
状态发展。
我国在改革与完善诉讼法律制度时，对于人类经过长期理论与实践探索获得的原理性认识，不能不予
以重视，也不能不认真加以借鉴、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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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从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界定着手，创建性地提出了既判
力主观范围的理论框架，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三个层面：相对性、对世性、扩张性。
并运用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方式，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之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许多既创新又务实
的观点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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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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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既判力客观范围既判力客观范围，又称既判力物的界限或物的范围，是关于既判力就何等事项不得
争执而确定的问题。
也就是说，判决的既判力作为解决和终结纠纷的作用究竟应该有多大的覆盖面，或者说经过前诉之后
，哪些事实已经不容再行争议，哪些事实还可要求法院作出判断。
一般认为，确定判决在原则上仅对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即仅对本案诉讼标的的判断产生既判力。
对于判决理由中所作的判断，原则上不产生既判力。
对于抵消抗辩所作的判断则例外地承认产生既判力。
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确定判决，只限于包括在主文之内的有既判力。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80条第1款规定：“在其主文中对本诉讼之全部或一部作出裁判的判决，或
者对程序上的抗辩、不受理或其他附带事件所作裁判的判决，一经宣告，即相当于所裁判的争议具有
既判力。
”2.既判力主观范围①既判力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人的范围，其是从诉讼主体的角度分析既判
力的作用范围，它所解决的是哪些主体要受既判力的拘束。
确定判决并不是无限制地对任何人都有既判力，其既判力所拘束的人应该有明确的范围。
一般认为，既判力在原则上仅及于当事人。
相同当事人对同一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应遭到既判力的排斥。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出于“程序经济”、“权利关系的安定”等各种实体法或程序法因素的考虑，
既判力应进行扩张，将一些没有参与到前诉程序中的非当事人纳入既判力的遮断范围之内，进而阻止
他们不能提起相同的诉讼。
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l款对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作出了如下规定：“确定判决对下列主
体发生效力：当事人；当事人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充当原告或被告时具有此利益的主体；在口头辩论
终结后继承前两项所列主体的人；为了前三项所列主体的利益而持有请求标的物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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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虽说是修改，但变动并不是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根据答辩委员会诸位老师所提的答辩意见，对诸如
既判力的对世性等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
衷心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江伟教授和师母徐清女士！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江老师和师母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予我的是那种父母对子女的爱。
每每从老师家回来，我的心中都被一种幸福感充盈着。
先生高风亮节、潜心学问、诲人不倦，常使我心怀感动！
成为我为人为学的动力和楷模！
在导师的精心指导和热切关怀下，我各个方面均得到了提高和升华。
论文的选题、篇章结构和观点的形成均受益于老师的指点，初稿完成后，老师还逐字逐句进行了审阅
，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陈桂明教授、宋朝武教授、熊跃敏教授、肖建国教授、杨荣馨教授、梁书文教授、汤维建教授，
他们在百忙之中参加了我论文的开题、评阅或答辩，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智慧构成
了我如今书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汤维建教授！
多年来，汤老师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他对论文的选题、写作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指导意见。
感谢陈桂明教授、廖永安教授！
多年来，二位老师在学习、工作等方面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关心、照顾，正是二位老师的关怀与照
顾，才使我能顺利地、不断地成长与发展。
二位老师为人师表的大家风范，学生将永远铭记于内心深处。
感谢傅郁林教授、肖建国教授、邵明教授、肖建华教授、刘荣军教授、王亚新教授、齐树洁教授、陈
刚教授、陈卫东教授、蔡彦敏教授、王国征教授、王新清教授、韩大元教授、秦惠民教授、田平安教
授、刘敏教授、李浩教授！
他们的治学精神激励着我的前行，他们在我学习或论文写作中也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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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
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8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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