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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丛书》作为最早系统、全面阐述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工作理论与实
务的论著，自2005年出版以来，以其系统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广受法律界好评，推动了人民法院立
案审判工作及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写作的初衷。
　　本次修订系应出版社诚邀。
该丛书发行后，立即得到读者认可，第一版所有书籍在很短时间内销售告罄。
令人不愉快的是，盗版书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店和网络里。
为使读者免受盗版欺诈，人民法院出版社决定再版发行《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丛书》。
　　当前，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时代赋予其新的要求，民众给予其新的期待。
在新的历史起点，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在各国司法文明与中国优秀传统间作出理性选择，司法实践必须
更加关注国情，更加关注公正，更加关注民生，人民法院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
道路阔步向前。
立案审判工作要更好地融入并服务审判全局，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新
发展。
　　近年来，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如在案件受理方面，又有一些新类型案件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案件受理的新规定、新司法解释
；在审前程序方面，各地人民法院不断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尝试以“案结事了”为终极目标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调判结合主义诉讼模式；尤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使法院审判工作格
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民事再审立案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人民法院适时就民商事案件级
别管辖标准作出了大幅调整⋯⋯变化发展是社会生活的永恒主题，改进完善是法律制度的生命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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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审前准备》阐述了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比较研究了域外的民事审前准备制
度；实证地研究了我国相关司法实践，提出了改进的理论设想。
内容主要包括：民事审前准备的主体；送达与保令；证据的收集、提供、交换与固定；争点整理；和
解、调解与速裁；排期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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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启波，山东省昌邑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学位；曾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副庭长、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立案庭副庭长、中国民
事诉讼法法学会理事；已出版专著、合著十余部，在国内20余家报刊发表文章150余篇，约计400万字
。
　　张力男，生于1972年6月，山东临沂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
领域为民事诉讼法、证据法、司法制度和法社会学。
于2004年参加完成了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先生主持的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民
事诉讼理论与实践，曾经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既判力的界限》、《再审发动程序之重构》、《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等学术论文十余篇，参编了全国党校系统法学统编教材《证据
法学》（江伟教授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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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审前准备>>

章节摘录

　　2.决定期日，主持当事人交换证据，依当事人请求决定调查收集必要证据，主持审前会议，进行
勘验，委托鉴定，明确争点，引导当事人和解，对程序问题作出裁定。
　　3.行使阐明权。
阐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立法及理论上用语，源于德语“AuIkl rungsrecht”。
在我国有时也译作释明权、阐释权。
阐明意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具体指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充分吋、不明了、不正确或有矛
盾甚至是当事人得提出声明而未提出时，促使当事人的提出正确、适当、充分或及时的声明和陈述，
或者于必要时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
阐明是因当事人所为声明或陈述，有缺点时，予以除却而为补充之方法。
阐明权的行使一般有三种情况：不明了者令其明了；不适当者令其除去；不完全者令其补充。
在民事审前准备中，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诉讼能力，以及诉讼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准备法官进行必要
的阐明是必须的。
如果由于法官的阐明不足或不当，而产生不利于当事人的诉讼后果，该当事人应有权进行抗辩。
　　准备法官阐明的范围主要包括：（1）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的阐明，在当事人因不知或不当行
使权利时准备法官应当告知当事人其可能的失权后果或法律责任；（2）准备书状的完善和递交，对
必备的准备书状，准备法官要求当事人提供；对有瑕疵的书状，责成当事人补正；准备法官要告知当
事人答辩或提交相应诉讼文书的期限和方式；（3）关于攻击和防御方法的阐明。
　　4.对当事人处分行为的审查。
在民事诉讼中，基于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有权对自己的民事权益进行处分，国家和他人不应进行
干预。
但是，现代法律观念，考虑到公益秩序的保护，私权自治的理念已经受到限制，国家适当的干预是必
需的。
在民事审前准备中，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分，只要不危害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就
应予以认可。
然而这种处分行为，危害了国家利益，有违公序的维持，准备法官则应予以纠正。
　　5.和解与调解。
如果在审前准备中能够通过和解或调解结束诉讼的，准备法官可以认可当事人的和解，以及主持当事
人进行调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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