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事诉讼契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事诉讼契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1805188

10位ISBN编号：7511805183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作者：张嘉军

页数：4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民事诉讼契约研究》

前言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瞬之间，郑州大学法学院已经走过了二十六个春秋寒暑，现已将近而立之年
。在兄弟单位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历经几代郑大人的不懈努力，郑大法学院逐步发展为拥有一个
法学博士学位点，两个一级学科（法学和法律）硕士点，九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一个法学本科专
业，四个省级重点学科，两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教学研究性法学院，成为中原大地从事法
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重镇。进入21世纪的郑大法学院，师资队伍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
学缘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按照引进与培养并举、倡导教师博士化的方针，在近80名专任教师中，具
有博士学位和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业已过半。作为法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和学术骨干
，一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正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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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契约问题是民事诉讼场域中重大的理论性课题。《民事诉讼契约研究》基于理论与实证双重视角
对诉讼契约的历史缘起、性质、正当性基础、效力、限度、救济、两大法系诉讼契约制度以及我国诉
讼契约制度体系的现状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诉讼契约制度体系建构的基本
方向。
《民事诉讼契约研究》对诉讼契约场域中的一系列存在争议或者尚未涉及的问题在理论层面上予以厘
清与探讨，深化了诉讼契约问题的认识深度，拓展了民事诉讼的理论视域，推动了民事诉讼理论研究
的进一步繁荣；《民事诉讼契约研究》对实践运行中的诉讼契约制度进行研究考察，归纳其在运行中
凸显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未来应予以改革和完善的合理化建议，对于司法实践中诉讼契约制度的有
效运作具有高度的现实指导意义。

Page 3



《民事诉讼契约研究》

作者简介

张嘉军，1970年生，河南信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
学学士学位；1994年—2000年，在许昌师专(现为许昌学院)任教；2003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学院，获法
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在郑州大学法学院工作。主要研究
领域为民事诉讼、司法制度。先后在《现。代法学》、《人民检察》、《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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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案例二“协议不上诉”中，我们看到，尽管在合议庭对此案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
为上诉人违反约定，法院应当驳回起诉维持原判，另一种认为约定不上诉违反了法律规定不当限制了
当事人的诉权，此约定为无效。而事实上，由判决结果来看，法院最终还是采纳了第二种观点即上述
约定对法院以及当事人并无法律上约束力，此约定无效。与此相同，案例三“协议撤诉”以及案例四
“协议撤回上诉”之判决中对于双方当事人之程序问题约定也并未认定，都认为这样的约定并不具有
法律上的效力，理由与前两个判决并无不同，都认为这样的约定不当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为此而约
定无效。此外，与上述相关的是，对于上述案例，法院都是通过判决方式做出而非裁定驳回。正是因
为法院对当事人约定不起诉、约定不上诉、约定撤回诉讼以及约定撤诉上诉等约定不具有法律上效力
，为此，法院当然依法对于原告或上诉人的诉求做出判决；与此相反，如果法院认可了当事人间上述
约定，必然以裁定直接驳回原告或上诉人之诉求。（二）我国民事诉讼契约形成过程中带有浓厚职权
干预色彩，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程度不高与两大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契约形成过程中充分体现
双方当事人合意之不同，我国民事诉讼契约在形成过程中一般融入了法院职权干预因素，当事人双方
充分合意程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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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事诉讼契约研究》是我主持的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07SFB3019）的最终
研究成果。诉讼契约的较强理论性与抽象性，增加了课题研究的难度。研究过程中得到了西南政法大
学的常怡教授、四川大学的左卫民教授、复旦大学的章武生教授的指导与点拨，他们无私的帮助为本
课题的最终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诉讼契约制度实践中大量存在，因此
诉讼契约不仅仅是一理论性课题，更是一鲜活的实践性课题。为更好地把握诉讼契约的实践运行面貌
，本课题采用了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本课题的实证调查得到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王东风
法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感谢为本课题的写作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同门师兄弟万毅、
马静华、谢进杰、辛国清、王斌、康怀宇、石静、刘晴辉、刘海蓉、罗文禄、何永军、谢小剑、兰荣
杰、郭松、郝振江等。感谢郑州大学法学院2006级诉讼法研究生们为本书稿的校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台湾大学的沈冠伶教授、陈自强教授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的有关台湾资料。感谢多
年来给予我关心、支持、帮助的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田土城教授、安立民书记、副院长沈开举教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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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契约研究》编辑推荐：郑州大学法学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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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错，价钱也实惠
2、律师考试必备
3、法律出版社出的书 内容是没的说的  但是近几年法律出版社出书时不注意纸的质量 很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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