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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范围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范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案件的实体问题，如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能否成立
等。
二是适用法律问题，是指应适用什么实体法解决纠纷以及适用实体法的何项条款解决纠纷。
三是案件所涉及的程序问题，如当事人是否适格等。
可见，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行使辩论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三）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形式 一是言词辩论，即指双方当事人面对面以口头形式进行相互辩驳。
这是主要的辩论形式，主要集中在开庭审理阶段。
二是书面辩论，是指双方当事人通过书面的形式对案件的事实、适用法律以及所涉及的程序等问题进
行辩论。
它主要适用于庭审阶段之外，如原告提交起诉状、被告提交答辩状等。
言词辩论应是行使辩论权的主要形式。
许多国家都将言词形式作为庭审的规则加以规定，即“言词原则”。
 （四）经当事人辩论所形成的“材料”应当是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 辩论原则不仅体现为当事人享有
和行使辩论权，而且，还体现在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内容应对法院具有约束力。
在我国，这种约束力体现在，任何事实和证据（既包括双方提出的事实、收集到的证据，也包括法院
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都必须经过当事人的辩论，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凡是未经当事人辩论、
质证的事实、证据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
 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辩论原则的内涵不同，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辩论原则”具有更深层次的内容。
在大陆法系，辩论原则是指：“只有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经辩论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
的一项诉讼制度或基本原则。
反之，当事人没有在诉讼中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
”例如日本、法国等。
而在我国，虽然人民法院最终作出判决的“材料”都应当经过开庭审理并由当事人辩论质证，但是这
些材料的来源并不限于当事人提出的范围，人民法院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依职权，自行调查、收集有关
案件事实、证据，从而与当事人自行提出的事实一并经辩论质证后构成人民法院裁判的基础。
据此，我国学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是对人民法院不具有约束力的以“辩论权
”为核心内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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