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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抗诉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十章，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历史发展、民事抗诉制度的理论基础、民事抗
诉的基本特征与价值目标、民事抗诉范围的正确界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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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福华，福建莆田人，中国检察学研究会民事行政检察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法学论文三十多篇，出版《民事优先权研究》、《民事优
先权新论》、《夫妻财产纠纷解析》、《公司解散的法律责任》等多部专著。现为福建省莆田市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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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的本质是以法院行使审判权这种国家公权力为主导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
争议或民事纠纷的一种活动。换言之，没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民事诉讼无法进行下去，民事纠纷也
无从解决。因此，公权力介入是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之一。既然法院作为国家公权力介入民事诉讼，
没有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那么，作为抗诉权制约审判权的检察院介入民事诉讼，为何就变成了侵犯
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民事私权的法律关系中，即民事法律关系，检察院并没有参与，所以不存在侵
犯当事人处分权问题。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检察院的抗诉是针对法院的裁判而言的，没有直接针
对当事人的民事私权或民事诉权。因此，民事抗诉权侵犯或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
，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的抗诉，绝大多数是根据当事人申请抗诉，经审查
后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而提出的。这表明两层意思：一是检察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
其处分权。二是检察院又不完全以当事人申请抗诉作为案件是否提出抗诉为前提，对于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个人利益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有收受贿赂、枉法裁判的等，检察院自行发
现的，也可以提出抗诉，这是检察权对当事人不当处分权和违法裁判行使的正当干预和监督的一种方
式。就像在二审法院宣判前，上诉人撤回上诉是否准许由二审法院裁定，不是干预当事人处分权是一
样的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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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蔡福华的《民事抗诉问题研究》在阐述中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基本特点、价值目
标后，围绕民事抗诉工作中的重点与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提出自己颇有见地的主张和建
议。全书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对指导民事抗诉工作以及推动民事抗诉制度研究，具有积
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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