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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诉讼研究》

前言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群体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频繁发生。对这些新型权利
救济和程序的探求，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在欧美等国家，群体诉讼比民事诉讼的任
何其他领域更受到学术界、实务界甚至政党的关注。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群体诉讼最多的国家，
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在200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曾指出：“去年民事审判一个重要特
点是，集团诉讼和群体诉讼呈上升趋势，全年共审结538，941件，上升9.5％。”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
究还比较薄弱，因此，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是非常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杨严炎博士利用出
国调研的机会，收集和阅览了大量发达国家的最新群体诉讼资料，同时通过在国内许多省、市的调研
，获得了我国法院处理群体纠纷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
，高水平地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工作。

Page 2



《群体诉讼研究》

内容概要

《群体诉讼研究》阐明群体诉讼的概念、价值、功能以及群体诉讼与共同诉讼、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的关系、规模化诉讼与非规模化诉讼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澄清群体诉讼概念使用上的若干误区。
引入国外解决群体纠纷的最新理念，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进行分析、比较，澄清我国群体诉讼理论和
实践上的一些认识误区，结合中国的国情，从理论上对我国多元化群体诉讼制度的建构进行分析和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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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严炎，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曾在德国马普所做访问学者，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进
行合作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曾主持司法部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和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参加过多项国家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
、《比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法学》等法学类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获上
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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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当今世界群体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二、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改革的走向三、我国群体诉讼的研
究状况述评与展望四、本书的研究思路第一章 群体诉讼的基础理论第一节 群体诉讼的概念和特征一
、群体诉讼的概念二、群体诉讼的特征第二节 群体诉讼的历史沿革一、集团诉讼在英国的起源和发展
二、集团诉讼在美国的演变和发展三、集团诉讼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演变和发展四、团体诉讼和集
团诉讼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五、选定当事人制度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产生和发展六、
我国代表人诉讼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节 群体诉讼的价值与功能一、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
二、追求公益和强化实体法的实施三、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二章 国外集
团诉讼制度的考察第一节 以美国为代表的退出制集团诉讼一、退出制集团诉讼概述二、美国和解集团
诉讼第二节 其他国家的退出制集团诉讼一、澳大利亚的退出制集团诉讼二、加拿大的退出制集团诉讼
三、丹麦的退出制集团诉讼四、荷兰的退出制集团诉讼和解第三节 以英国为代表的加入制集团诉讼一
、加入制集团诉讼概述二、英国两种集团诉讼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三、英国集团诉讼的主要内容及评价
第四节 其他国家的加入制集团诉讼一、瑞典的加入制集团诉讼二、美国的加入制集团诉讼第五节 以
日本为代表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一、选定当事人的概念和适用条件二、选定当事人与美国集团诉讼的比
较三、日本引进美国集团诉讼的讨论四、我国台湾地区选定当事人制度的新发展第三章 国外其他形式
群体诉讼制度的考察第一节 以德国为代表的团体诉讼制度一、德国的团体诉讼与美国集团诉讼的比较
二、团体诉讼在欧洲国家的运行状况第二节 示范诉讼一、示范诉讼的含义二、英美法系国家的示范诉
讼三、大陆法系国家的示范诉讼第三节 诉讼合并一、诉讼合并的概念和历史发展二、美国和德国的诉
讼合并三、诉讼合并案例分析第四章 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立法第一节 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立法背景和法
律框架一、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立法背景和产生的特点二、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法律依据和主要内容三、
我国代表人诉讼的适用条件及其主要程序问题第二节 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一、我国代表人诉讼性质
方面的问题二、《民事诉讼法》第54条确立的代表人诉讼被界定为共同诉讼的原因考证三、我国共同
诉讼范围的进一步扩张四、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应界定为群体诉讼制度五、共同诉讼与群体诉讼的联系
与区别第三节 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立法的评价一、学界对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几种不同评价二、对学
界评价的分析第五章 我国群体诉讼的司法实践第一节 我国群体诉讼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一、我国群
体诉讼产生的原因分析二、我国群体诉讼的主要特点第二节 法院处理群体案件的司法政策一、最高人
民法院处理群体案件的司法政策二、各地方法院处理群体案件的司法政策第三节 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
的审理效果分析一、大庆联谊案背景及其诉讼过程二、大庆联谊案的迥异评析三、大庆联谊案的透视
与启示第四节 对法院在代表人诉讼制度运行中司法政策的评价一、学界对法院司法政策的不同评价二
、笔者对法院司法政策原因分析与效果评价第六章 我国集团诉讼制度之建构第一节 我国群体诉讼制
度改革的整体思路和价值取向一、群体诉讼制度改革的整体思路二、群体诉讼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第
二节 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改革方向一、我国学界关于代表人诉讼改革的主要观点二、我国代表人诉讼改
革的具体思路第三节 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之借鉴一、我国借鉴美国集团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二、美国
集团诉讼制度的借鉴第七章 我国其他形式群体诉讼制度之建构第一节 我国示范诉讼制度之建构一、
示范诉讼的价值与功能分析二、示范诉讼在我国的运行现状及制度建构第二节 我国诉讼合并制度之建
构一、我国诉讼合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二、群体性案件诉讼合并的规范和制度建构第三节 多
数当事人委任同一律师出庭诉讼制度之建构第八章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之建构第一节 公益诉讼与群体
诉讼的关系一、现代型诉讼的内涵和特征二、公益诉讼与群体诉讼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 检察机关提起
的公益诉讼一、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现状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三、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第三节 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一、我国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现状二
、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个案分析三、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第四节 社会团体提起的公
益诉讼一、为什么将团体诉讼纳入公益诉讼二、我国团体诉讼的制度建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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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立法评价、分析其成功之处和存在的问题，为其进一步修改打下良好的基础
。　　第五章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揭示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实际运行状况以及法院的司法政策。本章的实
证研究主要解决以下问题：我国起诉到法院的群体纠纷主要是通过何种诉讼形式解决的？我国《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两种代表人诉讼的实际应用情况如何？《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长期
处于休眠状态的原因何在？法院对于群体性诉讼的司法政策及其背景是什么？如何评价我国群体诉讼
的实际运行状况和效果？如何评价法院有关群体诉讼的司法政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章主要通过
以下具体方法展开：　　（1）关注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有关群体诉讼的司法政策，通过搜集分析法
院发布的各种司法解释、其他文献，以及领导人讲话和统计资料等，了解法院有关群体诉讼的政策及
其内在的动因和理由。　　（2）通过实证调研，了解各地法院处理群体纠纷的具体做法。调研的方
式包括对法官的访谈、问卷调查、个案调查，以及广泛搜集参考各种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如各地法院
有关群体纠纷解决的内部规定、调研报告、研究成果、裁判文书等，调研的范围包括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东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　　（3）个案分析。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
的群体诉讼案件或纠纷，各地法院受理或处理的方法和结果也不尽相同，并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诸
多争议。为了通过个案的研究更具体和直观地分析我国群体诉讼的运行实态及其效果，笔者在本章中
选取了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　　在本书第六章 和第七章 制度构建部分，笔者根据我国目前涉
及众多人利益的违法损害事件众多的严重情况，在前几章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改
革的整体思路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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