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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民事侵权案件，却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此案真实地反
映了中国的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的特性。本案中的许多程序法的问题也同样值得业界人士思考和研究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本案的个案问题，而是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证人制度
、视听资料采信、经验法则的运用、证明责任的适用、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如何选择等等问题。当
然，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在案件审理中如何运用经验法则的问题。此案中，媒体和社会反应最
为强烈的就是，本案法官依据“常理”对被告彭宇撞人事实的认定。准确地讲，在一审中法官并没有
直接证据来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而是以部分已知事实为前提，以“常理”作为推定侵权事实是否存
在的中介，从而推论出侵权事实的存在。并且，此案法官将这一推论过程比较完整地写进了一审判决
书中。应当说，运用常理进行推论在每一个案件的事实认定中都是不可能离开的，但以笔者所见为限
，很少有将这种推论过程写进判决书的，显然，法官的这一做法其目的在于加强该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就这一点而言，毫无疑问具有积极意义，也可以说是对传统裁判文书进行改革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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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改革论评(第7辑)》内容具体收录了：《在公权与私意之间徘徊——执行和解的实践调查与规则
完善》、《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从自发到自觉的中国司法改革》、《论律师刑事辩护参与面的
逐步扩大》、《改革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等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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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重构发回重审制度的具体立法建议在明确发回重审制度重构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
们必须就发回重审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进行设计，以便使制度的构建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只对发回重
审制度中的几个重要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一）重新界定发回重审的标准现今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发回重审标准包括事实标准和程序标准。关于事实标准是否应保留存在不同意见，有种观点认为“因
事实问题发回重审制度应保留并加以适当的限制，细化其规范，强化其可操作性，以客服现有制度的
不足”①。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以事实标准作为发回重审的理由明显与司法效率相违背，而且二审在
可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予以改判并不会影响司法公正，如果无法查清事实，则发回一审重新审理也对
查清事实于事无补，应通过证据规则进行处理，因此以事实不清作为发回重审的理由应予以取消。最
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是适应新时期诉讼变更需求，克服既往诉讼中当事人随时提出证据的弊端，虽
然个别条文可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总体而言是科学的、符合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应在今后的审
判中予以贯彻。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之后，确立了法院查明事实的标准不在采用
沿袭很长时间的客观真实，改为采用法律真实。证据规则规定了严格的举证期限和新证据的采用原则
，在此情况下，即使客观事实存在，但没有证据证实，法院可无视客观事实的存在作出与客观事实不
一致的结论。如果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在举证期限内举证的，法院应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判
，除非涉及法律规定的法院依职权应调查证据。“司法审判的特征在于，即使法院无法探明案件事实
，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法院仍然应在不能查明的情况下作出裁判，而不能拒绝作出裁判，尤其
是民事审判，民事诉讼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纠纷。”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目的实质是探知客
观事实，这种观念已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予以摒弃。“认定事实错误”作为发回重审的理由
也不能成立，“认定事实错误”的前提是案件事实已经查明清楚，否则从何谈错误呢？既然二审对案
件事实已经明了，则由其改判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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