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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93～1997年 论刑事法律变革与司法观念更新 从司法解释对刑法典局限性之克服看罪刑相适应原则的
实现 市场经济与私法文化 试论对抗制审判中的法官角色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之处理 人身伤害
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探析 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和装潢的法律保护 事实行为行政赔偿案件审理初
探 因欺诈而签订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1998～2002年 牢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实现“六个统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官独立审判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与繁简分流制度改革研究 非法解除劳动合
同与损益相抵 试论票据诉讼主体 改制企业逃废金融债务现状及其法律对策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质证的
特免权规则的确立 我国个人住房期房抵押贷款法律问题研究 建立我国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复审制度 简
论“推定”的若干基本问题 商标法对平行进口的限制 2003年 “保底条款”对证券委托投资管理合同
的影响 论WTO与我国《行政诉讼法》之冲突与协调 证券短线交易收益归人权的主要法律问题 劳动者
离职竞业禁止协议审查的若干问题 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与制约论——从公司法的视角出发 关联交易纠
纷中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2004年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滥列之原因探析及对策 执行和解制度的若干法
律问题 司法效率与法官员额制度之比较重塑 2005年 对法院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思考 关于校园损害赔偿
案件的法律思考 知识产权犯罪停止形态研究 2006年 传媒和司法：互动中的碰撞与和谐——兼论人民
法院舆论协调机制的完善 合意与规则的契合——以诉前调解为研究对象 简易程序中的程序选择和审
判控制 2007年 民事公益诉讼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务探讨 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及适用中的问题 
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难原因分析及对策 习俗与民事司法调判的冲突及契合——子孙碗的隐喻 2008
年 司法的权力边界 从“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论涉诉信访治理模式的转型 论司法实践中占
有保护诉讼的适用 2009年 论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的重构与互动——以政策实施型司法为视角 法官刑罚
裁量权的抑与扬——兼论我院量刑规范化试点的思路 庭审调查制度的多样设计——以被告人认罪答辩
程序为枢纽 审判流程管理的实践检视与进路选择——以基层人民法院为视角 诉讼欺诈侵财行为不构
成诈骗罪——基于实质分析和体系解释立场 效力层面“诉调对接”之路径探索——论人民调解的司法
核准制度 2010年 城市生活与司法保障：美好生活司法相随和谐城市司法相伴 我院廉政文化建设若干
问题的研究 作品独创性概念的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建设工程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法律
探析 论世博应急管理的司法应对模式 行民交叉型工伤案件审理模式的构建 2011年 航空货运代理纠纷
中的疑难问题及审理对策 涉迪士尼工程司法专项保障机制研究 检视信息存储空间“避风港”规则的
司法适用——兼论版权司法保护功利主义的式微 上海法院审判效率指标的研读——以《上海法院审判
质量效率评估体系调整方案》为视角 法律适用不统一现象的合理界定与司法应对 督促程序中国式困
境的检视与破解 需求·回应·公正——高院审判业务文件的实证研究 2012年 关于法院文化建设体系
、结构与功能的思考——以法院文化“六大板块”体系化建设助推法院科学发展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
设的司法保障研究 关于构建反规避执行机制的若干问题的研究 法院延长审限相关问题研究 被告人虚
报身份问题研究——“名实相符”之实践困境及其破解 从失衡走向均衡：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实证
研究——以S省500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为样本 民事撤诉程序的异化与复归——以保障审判权的合
轨运行为视角 回应与对接：法律适用统一视野下的指导性案例适用及运行研究 “微创新”在司法行
政工作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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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原告若不将商业秘密的秘密内容详细提交法庭的话，法官无法对原告是否拥有商业秘密
产生内心的确信，原告将承担败诉的责任，其实体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对原告仍是不公平的。有
人认为，原告可以在起诉之初，根据对被告的了解和判断先举出一个比较谨慎的范围，既不超过被告
掌握的程度，又不至于笼统。在这样的范围内，原告对其新颖性给予初步的说明并举出被告以不正当
手段获得并使用的证据。在诉讼展开中，根据被告的反驳证据，原告逐步深入举证。但在审判实践中
，原告对“比较谨慎”的范围也是难以确定的，支离破碎的证据仍然无法支特一个完整的权利。设立
特免权规则后，原告可以无虐地将全部的商业秘密提交法庭，法庭并不立即出示于被告质证，而是责
令被告提交相关的证据，经法庭初步审查、比较之后，若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完全相同，原
告无须享有特免权；若部分相同，法庭经权衡可以裁决原告享有特免权，不再将双方的证据材料交对
方质证。 （二）程序效益价值是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之一 程序效益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预期利益的
实现或预期不利益的避免。从微观上看，诉讼过程中各主体所作出的成本耗费同从诉讼裁判结果中所
获得的利益之间的比值，就是程序效益价值的体现。当事人以较少的诉讼成本投入获得既定水平的诉
讼利益，或以既定的诉讼成本获得较大的诉讼利益，都意味着程序效益的提高。程序效益价值的高低
，制约甚至决定着现实主体的以及未来主体行为选择。若程序的进行将对于系争标的以外的财产权甚
至自由权造成侵害，终将导致有意避免遭受该种侵害的人，不得不放弃使用法院的权利和机会。为防
止发生此类有悖基本权利保障的事情，法院应当为当事人提供较严密的程序，使当事人有机会受到较
严密而谨慎的审判，避免遭受程序上的不利益。由此，法院应当在发现真实的程序保障与促进当事人
追求诉讼之经济的程序保障之间取得平衡。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如果不能合理保证维护商业秘密
的秘密性，那么商业秘密的诉讼会令人望而却步。如果诉讼中的原告的商业秘密进一步泄露的可能性
很大，原告就必然毒两种做法中进行选择：要么不起诉，听任侵权人的有限使用；要么起诉，使商业
秘密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因此程序效益价值要求在程序安排和程序设计时，应当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
，合理地选择程序规则，分配程序权利和义务。该价值要求程序安排能使诉讼中阻碍和浪费最小化，
效益和支持最大化。制度的设立不能以牺牲当事人更大的利益来换取其正当利益的保护，而应当使当
事人以最少的耗费来寻求最恰当的保护。特免权规则的设立，就是为了使当事人在诉讼中，消除不必
要的成本，获取较大的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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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浦东法院二十年调研成果精选》遴选汇编的调研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现了我院法官和工
作人员在理论学习和司法实践中的思想火花。一是层次较高。在选取的文章中，不少是曾经刊登于全
国法学权威刊物，或者在全国重要征文活动中获奖的文章，还有全国、上海法院系统重大调研课题的
优秀成果。二是贴近实际。从审判工作出发，以学术的视角观察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在总
结提高的基础上为司法实务，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参考。三是内容全面。不仅关注法院审判执行实践
、综合管理、专项法律问题研究等微观方面，也涉及国家法治建设、司法体制改革等宏观方面。《浦
东法院二十年调研成果精选》由郭俭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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