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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群体纠纷和群体诉讼备受关注，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状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学界的忧虑
。
如何预防和化解群体纠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法学界必须思考的问题。
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在化解群体纠纷与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但是法院近年来解决群体纠纷的努力似乎效果欠佳，其原因何在？
是诉讼制度设计不合理还是诉讼制度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障碍？
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制度之外的原因？
学界津津乐道的美国集团诉讼，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
我国有无引入集团诉讼的必要和条件？
对于这些问题，很多学者已有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内容包括各国群体诉讼制度如美国集团诉讼、德国
团体诉讼、日本选定当事人制度、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运作状况、我国引进美国集团诉讼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等，这些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本书是薛永慧博士对这一领域进行进一步系统研究的成果，其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
广度和深度都值得称道。
　　本书对群体诉讼的研究立足于群体纠纷本身，针对群体纠纷的特征、产生和发展机理等方面探讨
制度设计，这种研究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注重综合应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
如对“群体纠纷”，作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的视角，分析这一类型纠纷的特殊性以及其存
在对我国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民众心理、社会变迁可能产生的影响。
对于转型期我国群体纠纷的现状和成因，作者应用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
行了较深入的梳理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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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从更开阔、更务实的视野，系
统研究了群体纠纷与群体诉讼制度，比较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群体诉讼制度，并从我国
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在考察了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设计机理与初衷，观察了其实际运作情况之后
，对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构建与改良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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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永慧，女，1977年4月生，宁夏固原人。
1999年获中央财经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2002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
200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曾在《政法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数篇，参加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主持校级社科规划项目一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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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群体纠纷与社会　　第一节　群体纠纷　　一、群体纠纷的界定　　在法
学视野中，所谓纠纷，就是社会主体之间针对特定利益的对抗状态。
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民事交往形式相对单一，民事纠纷的形态一般表现为单一主体针对单一主体的
争议。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交往的方式趋于多样化，交往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使得民事争议的形态也逐渐多样化，表现之一就是民事争议已由单一主体之间的争议发展到多数主
体之间的争议，产生了多数人纠纷。
尤其是现代社会，大规模侵害事件、群体纠纷和群体性事件更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频率爆发。
　　对于一方多数主体与另一方主体（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之间因相同和相似的事实或行为
而产生的纠纷，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称谓。
从所涉及的当事人的数量出发，鉴于此类纠纷一般都涉及众多当事人，所以有学者将其称为多数人纠
纷，有人称之为群体纠纷。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用“multi-party”和“group”这样的词描绘此类纠纷。
从侵害的利益类型出发，由于此类纠纷所侵害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公共性、不可分性和相关性等
特征，所以有学者从公益纠纷的角度进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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