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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论》

内容概要

《群体性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论》围绕我国群体诉讼机制的完善，立足国情，借鉴域外经验，集中探讨
关于构建我国多元化群体诉讼机制的理由、思路、策略及具体改革方案。群体性纠纷已成为中国当下
的热点问题。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无法或者不宜采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化解的
纠纷，建立一套公正而高效的群体诉讼机制加以妥善解决，业已成为我国民事诉讼全面修改的焦点与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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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维建，男，苏州大学法学学士（1986），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92）、法学博士（1995），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1997），为新中国第一批民事诉讼法学博士、第一个比事诉讼法学博士后研
究人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秘书长。2005年首批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
持“民事诉讼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我国集团诉讼改革研究”和“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若干问
题研究”等多个国家级、部级重人重点项目。三要著作有：《美困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
《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破产法要义》、《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
题研究》（合著）、《香港民事诉讼法》（合著）、《民事诉讼法》（合著）、《民事诉讼法学》（
主编）、《美国民事诉讼规则》（牛编）、《比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主编）、《麦考密克
论证据》（合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流程》（合译）等。先后在《中国法学》、《法学
研究》、《法学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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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群体性纠纷研究　一、群体性纠纷的概念　二、群体性纠纷的类型　三、群体性纠纷的结构
　四、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第二章　群体诉讼的基础理论　一、群体诉讼的内涵　二、群体诉讼的
种类与类型　三、“代表”装置中的诉讼代理与诉讼担当　四、群体诉讼的功能　五、群体诉讼中的
利益冲突及律师伦理第三章　集团诉讼专题研究　一、美国集团诉讼的历史演进　二、集团诉讼的功
能　三、集团诉讼的程序设置第四章  团体诉讼专题研究　一、团体诉讼概述　二、团体诉讼的制度
优势　三、团体诉讼的制度劣势　四、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团体诉讼的近况　五、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团
体诉讼新发展第五章　我国代表人诉讼机制评析　一、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立法评价　二、我国代表人
诉讼机制的正当性　三、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缺陷　四、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目标及思路第六章  我
国化解群体纠纷的多元化构想　一、构建群体诉讼机制的国情考量　二、群体纠纷的诉讼外解决　三
、群体诉讼制度的多元化　四、群体诉讼与公益诉讼第七章　我国代表人诉讼与示范诉讼的完善　一
、群体性纠纷的立案　二、公告登记程序的适用    　三、代表人诉讼机制的适用　四、其他诉讼机制
的适用　五、法院决定诉讼机制的裁量权及限制第八章　我国集团诉讼与团体诉讼的构建　一、集团
诉讼和团体诉讼的内在机能　二、我国集团诉讼的构建　三、我国团体不作为诉讼的构建结语《关于
审理群体性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附录一  《社会和谐与群体性纠纷的诉讼解决》研
讨会综述附录二  我国台湾地区群体诉讼规则及其立法修订理由（节录）附录三  英国法律协会关于引
入集团诉讼的拟定规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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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群体性纠纷研究　　二、群体性纠纷的类型　　（一）群体性纠纷的学理分类　　群体
性纠纷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鲜见的现象，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这主要是
因为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和专门化，人类社会的多层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人们之间的利益板块式结构
不断形成，传统的以自然关系所形成的利益组合，逐步让位于现代的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利益组合。
这是常规的利益组合。另一种利益组合是非常规的，这种利益组合是由于某一特定的社会行动而偶然
地产生的，这种偶然形成的利益组合体，在一定的时间阶段和一定的社会领域，便构成了一个纠纷性
团体。由此可见，群体性纠纷从产生的根源来看，有一部分属于既定的利益组合纠纷，还有一部分属
于后生的利益组合纠纷。前者比如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群体性纠纷，后者比如因环境侵权所形成的群
体性纠纷。无论何种缘故形成的群体性纠纷，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法律属性，都需要由相同或相似的法
律机制加以解决或消除。　　群体性纠纷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群体性纠纷包括任何性质
的群体性冲突，严重的如具有反既定社会制度特性的革命性事件，如各种起义、运动、革命、战争等
；一般的有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游行、示威、罢工等，还有的如群体性上访、请愿、游说等；从我们
所研究的民事冲突来看，群体性纠纷更多见的是民事、经济性纠纷，如股票纠纷、证券纠纷、劳动纠
纷、环境污染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因此，广义的群体性纠纷包括政治性群体事件、社会性群体事
件和民事经济性群体事件。中义的群体性纠纷则仅指受法律调整的各种法律性群体事件，而通过法律
无法处理的必须要通过暴力、军事等手段加以处置的群体性事件，不属于法学研究的范畴。在法学的
意义上，群体性事件依其所存在领域的不同，还可以具体分为刑事性群体事件，如犯罪集团、团伙犯
罪、寻衅滋事等犯罪，行政性群体事件，如集体上访、请愿、静坐等，行政性群体事件，如集团性的
行政诉讼案件，以及民事经济性群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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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针对性很强，当前需要看一看
2、天有点阴人有人同时 如图突然Ut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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