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标准

———兼论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的规范目的

任 　 重 

内容提要：我国既有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理论尚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标准。通

过整理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文书可以发现，释明变更诉讼请求除 “证据规

定”第３５条第１款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之外，相关释明
实践还包括合同解除及其法律后果、增加请求数额、变更被告以及追加必要共同诉

讼人的释明，若干裁判文书还向被告释明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部分裁判文书

突破了处分原则的底线，这源于对 “诉讼请求”的形式化理解、对二审增加 “独

立的诉讼请求”的误读以及当事人后诉权在司法实践中被否定的现实。通过将 “证

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 “变更诉讼请求”理解为变更诉讼标的，将基于相同事实

或因情势变更而产生的变更诉讼请求归入 “非独立的诉讼请求”，并在裁判文书中

加入诉权释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符合处分原则和法官中立原

则的要求。“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的规范目的应为有限的纠纷一次性解决，即
以当事人的请求范围及其要件事实主张作为释明基础。这不仅能够为释明变更诉讼

请求提供统一标准，而且能够在贯彻处分原则和法官中立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当事人

自我决定和纠纷一次性解决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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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１年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法释 〔２００１〕３３号，
以下简称 “证据规定”）于第３５条第１款首次在我国确立了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制度。〔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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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民事诉权基础理论研究”（１７ＣＦＸ０６５）的阶段性成果。
虽然表述为 “说明”和 “告知”，但起草者认为，“证据规定”第３条第１款和第 ３５条第 １款首次在我国民
事诉讼中确立了释明制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５页以下；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９６页。



而，实践中法官对此制度却多有困惑。〔２〕其实，我国学界已经对释明变更诉讼请求进行了

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早在 “证据规定”颁布实施之前，学者就主要借助德国、日本和我国

台湾的比较法资源，将其细分为诉讼请求不充分和除去不当诉讼行为两种类型。〔３〕这种分

类方法基本得到了学界的接受和沿用。〔４〕然而，标准化和具有可操作性的释明边界依旧是

未尽之问题。〔５〕

　　对此，笔者认为存在如下原因。第一，法官仅通过上述分类依旧无法处理具体问题。
例如，原告只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被告返还本金，但法官经开庭审理发现原告尚可要求被

告给付利息若干，此时是否应当释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这能否归入上述 “诉讼请求不充

分”的类型？第二，以我国台湾为例，其分类有具体的规范基础，例如诉讼请求不充分之

释明涵盖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４条第４项。〔６〕相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认可只表明
最低金额的做法。第三，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过于简单，司法实

践对其产生了不同解读。〔７〕不仅如此，理论界对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的相互关系存在不同

认识，即 “变更诉讼请求”所改变的究竟是诉的声明 （例如原告要求法院判决被告给付人

民币１０００元）抑或是诉讼标的，而旧实体法说语境下的诉讼标的在我国应当被理解为当事
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８〕抑或是当事人对具体实体权利的要求 （例如原告要求法院

判决被告给付买卖合同价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元），则在更深层次制约着法官对于释明变更诉讼
请求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对于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诉讼标的一般被界定为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９〕而诉讼请求通常

被理解为民事法律关系中具体的权利主张 （例如原告要求法院判决被告给付买卖合同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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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 “证据规定”确立释明制度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详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大学法学院联合

课题组：《新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执行与完善———厦门市两级法院执行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情况的调研报告》，《法律适用》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３０页。这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证实。详见
本文第一部分。

参见江伟、刘敏：《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６卷，
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４３页以下。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 “释明”概念的展开》，《中外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１３１页；熊跃敏：《民事诉
讼中法官释明的实证分析———以释明范围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第 １４０页；严仁群：
《释明的理论逻辑》，《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８６页以下；王杏飞：《论释明的具体化：兼评 〈买卖合

同解释〉第２７条》，《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２７４页以下。
参见熊跃敏：《民事诉讼中法院的释明：法理、规则与判例———以日本民事诉讼为中心的考察》，《比较法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７４页。《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登记立案释明规则》（２０１６年）第５条规定：“人
民法院应当推进标准化释明，按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权限、范围、程序等标准化事项进行释明。当事人

认为释明超过规定的权限、范围、程序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进行投诉。”

“第一项第三款声明，于请求金钱赔偿损害之诉，原告得在第一项第三款之原因事实范围内，仅表明其全部请

求之最低金额，而于第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补充其声明。其未补充者，审判长应告以得为补充。”

参见许尚豪、欧元捷：《诉讼请求变更的理念与实践———以诉讼请求变更原因的类型化为切入点》，《法律科

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１３页；马丁：《论诉状内容变更申请之合理司法应对》， 《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５
期，第１２６９页以下。
民事法律关系这一概念本身较为模糊，具有多义性，关于其内涵和外延，学界和实务界并未达成共识。详见

王亚新：《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形成》，《当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４１页。
也有观点认为诉讼请求是法律关系主体的主观愿望和企求；诉讼标的是属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参见姚飞：《诉

讼请求与诉讼标的不是一回事》，《法学》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第３５页。



人民币１０００元）。〔１０〕也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导出只允许变更诉讼请求而不准变更诉讼

标的的推论。〔１１〕在第二阶段，民事法律关系的模糊性促使学者不断限缩诉讼标的的范畴，

并最终将其限定为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主张。〔１２〕然而，一旦将诉讼标的限缩为具体权利主

张，第一阶段所理解的诉讼请求就将成为诉讼标的的同义词，而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不过，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一元理解，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２０１５〕５号，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第 ２４７条将二者予以

并列后，须重新加以反思与论证。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该司法解释的起草者将 “诉讼标

的”理解为 “原告在诉讼上所为一定具体实体法之权利主张”，将 “诉讼请求”界定为

“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１３〕虽然起草者对 “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中的 “诉

讼标的”和 “诉讼请求”这两项客体要素采取了二元理解，但并非向第一阶段的回归。由

于诉讼标的仍然被界定为 “具体实体法之权利主张”，而非 “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

仅仅将诉讼请求定义为 “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尚难以清晰勾勒出其在第三

阶段的内涵与外延。从起草者的表述来看，此处的诉讼请求可能存在两种解释方案：一种

将诉讼请求理解为诉的声明，即不因诉讼标的理论的不同而变化的概念；〔１４〕另一种则将诉

讼标的和诉讼请求理解为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进而认为诉讼请求并不独立于诉讼标的，〔１５〕

这也可以从 “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这一限定中获得支持。第一种解释方案的逻辑前提

是倡导将我国诉讼标的识别标准调整为案件事实一分肢说。〔１６〕而在旧实体法说语境下，诉

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将不得不采取一元理解，原因在于，作为具体实体法之权利主张的诉讼标的

本身含有 “请求什么”这一诉的声明的核心内容。当诉讼标的相同时，诉的声明必然相同，

而后诉声明与前诉声明不同时，也必然会导致诉讼标的不同。这使得 “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

条第１款第３项前段成为同义反复，后段却又难以导出 “诉讼标的相同”条件下的适用空间。

　　对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一元理解也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 “重诉讼请

求、轻诉讼标的”〔１７〕的表述方式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诉讼请求不同于诉讼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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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３３页，第１３５页。
参见柴发邦等：《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３页。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９５页；李浩：《走向与实体法紧密联系的民事诉讼
法学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２９页，第３１页。
参见前引 〔１〕，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书，第６３５页。
参见卜元石： 《重复诉讼禁止及其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中的应用———基本概念解析、重塑与案例群形成》，

《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９１页以下。
参见夏璇：《论民事重复起诉的识别及规制———对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２４７
条的解析》，《法律科学》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第 １７３页；刘哲玮： 《论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及其运
用》，《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６页；任重：《论中国民事诉讼的理论共识》，《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第４３页以下。
详见王亚新、陈晓彤：《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 〈民诉法解释〉第９３条和第２４７条解析》，《华东政法大
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４页；前引 〔１４〕，卜元石文，第９７页，注３９。
诉讼请求在民事诉讼法中共出现１８次，主要涉及诉讼请求的放弃与变更、承认与反驳 （第 ５１条、第 ５３条、
第５４条第３款、第５９条第２款），起诉状中记载的内容 （第 ５４条第 １款、第 １１９条第 ３项、第 １２１条第 ３
项），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５６条第３款），裁判文书中记载的内容 （第９７条、第１５２条第１款第１项），合并
审理 （第１４０条）以及再审事由 （第２００条第１款第１１项）。诉讼标的则仅出现７次，涉及共同诉讼和第三
人。“重诉讼请求、轻诉讼标的”的倾向也在 “民诉法解释”中得到了延续。其中，诉讼标的仅有 ３处，诉
讼请求则出现５７次。



我国关于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共识便只能作用于诉讼标的规范，如共同诉讼和第三人，诉

讼请求规范将成为诉讼标的研究成果关照不到的飞地。诉讼标的作为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

概念和分析工具，对诉的变更具有决定性作用。〔１８〕然而，无论是民事诉讼法第 ５１条第 １

句，抑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法

释 〔１９９９〕１９号，以下简称 “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第 １句、“民诉法解释”第 ２２５条

第２项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１５〕

１８号，以下简称 “民间借贷规定”）第 ２４条第 １款，以及 “证据规定”第 ３４条第 ３款和

第３５条第１款，均未采取 “变更诉讼标的”的表达方式，而是表述为 “变更诉讼请求”。〔１９〕

因此，不能将 “诉讼请求”形式化地理解为不考虑请求权基础而恒定存在的诉的声明。〔２０〕

是故，笔者在对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讨论中依旧坚持一元理解。

　　此外，变更诉讼请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理解是指通过新的诉讼请求替代原诉讼

请求的特殊诉讼制度，广义理解是诉讼请求的变化。〔２１〕广义的诉讼请求变更存在统一的释

明标准，本文采广义解读。不仅如此，虽然变更被告、追加必要共同诉讼人以及可能被判

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通常被理解为特殊的诉讼制度，但考虑到其也在实质上改变诉讼

标的，〔２２〕本文同样将其纳入讨论范畴。

　　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文书，尝试勾勒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具体类型

（实然状态）。在此基础上，对每一类型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与反思，并重新审视 “证据规

定”第３５条第１款的规范目的 （应然状态），以期为我国变更诉讼请求之实践提供统一的

释明标准。

一、关于法律关系性质与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

　　民事诉讼法第５１条第１句虽明确准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但并未明确界定何谓变更诉

讼请求。“证据规定”第３４条首次一般性地限定了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时间，第 ３５条第 １

款则首次列举了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两种类型，即关于法律关系性质的释明和关于民事行

为效力的释明。而 “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第 １句和 “民间借贷规定”第 ２４条第 １款并

非是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之外的新类型，而是对 “法律关系性质”这一分类的具体

化。严格来说，“法律关系性质”与 “民事行为效力”并不构成两个独立的类别，同一案件

可能同时存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的认定均不一致的情

况。尽管如此，法律关系性质与民事行为效力却构成了相关司法实践的主要类别。除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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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卫平：《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 “一事不再理”》，《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５８页。
这种情况并非我国独有，德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诉讼标的时，也习惯于使用诉讼请求 （ｐｒｏｚｅｓｓｕａｌｅｒ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这一概念。参见 ［德］罗森贝克等：《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６６９页
以下；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ｃｈｗａｂ／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１８．Ａｕｆｌ．，Ｖｅｒｌａｇ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１８，§９３Ｒｄｎｒ．１。
我国亦有法官认为，诉讼标的仅以诉的声明为基准加以判断，不包括请求理由。参见程春华：《论民事诉讼中

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之关系———兼论法官对诉讼请求变更及诉讼标的释明权之行使》，《法律适用》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第６４页。
参见前引 〔１２〕，张卫平书，第１９２页，第１９６页。
参见前引 〔１９〕，罗森贝克等书，第２６１页。



法律关系作为诉讼理由而非诉讼标的，对其性质的不同认识并不导致诉讼请求的变更，进

而无需根据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 １款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外，〔２３〕依民事诉讼标的之旧实

体法说，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民事行为效力分别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这才要求法官释

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一）法律关系性质的释明

　　案例１：原审原告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投资款本息。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

认为本案系基于股权转让行为而产生的纠纷，因此向原告进行了释明，而后原告变更了一

审诉讼请求。而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是出资纠纷并据此确定了案件审理范围。最高人

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在本案定性为出资纠纷的前提下参与了二审庭审活动，行使了诉讼权

利。而且虽然原告对涉案款项的性质认定与二审判决的认定不一致，但其请求返还涉案款

项本息的请求范围并未发生变化，二审判决的结论并未超过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被告认

为二审判决超越原告诉请，属于判非所请的理由不能成立。〔２４〕

　　本案中，二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同于原审原告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变更的法律关系。
但二审法院并未释明变更诉讼请求，而是按照自己的认定继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这一

做法是否违反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上述问题的核心判断标准是诉讼请求的内涵与
外延。如果将此处的诉讼请求定义为诉的声明 （这被最高人民法院表述为请求范围），则案

例１中并未发生诉讼请求的变化，故无须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但由于我国诉讼标的识
别标准采旧实体法说，虽然本息数额并未发生变化，一审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 （股权转让

纠纷）却不同于二审法院的裁判对象 （出资纠纷），属于 “判非所请”。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二审法院为何不释明变更诉讼请求，而是直接按照自己的认定

作出裁判？如果是为了避免后诉被判定为重复诉讼，其完全可以进行诉权释明。〔２５〕其实，

除了对诉讼请求的形式化理解，二审法院的主要考虑因素可能还有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如

若原审原告在二审中经释明不变更诉讼请求，按照一般做法只能裁定驳回起诉，故无法避

免后诉的发生。即便原告经释明后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了保障当事人特别是原审被告的

审级利益，法院也只能尝试调解，调解不成时同样无法对其认定的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

而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１７０条第 １款第 ３项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２６〕因此，案例 １

可以被看作是以纠纷一次性解决为导向的尝试和努力，但却以突破处分原则和法官中立原

则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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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向其支付违约金等诉讼请求，是以被上诉人未履行向其转让苏宁

环球公司的股权为前提的。因此，确认当事人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而非原告所诉称的股权置换关系，并不改

变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上诉人在本案中的实体权利并不因人民法院的认定而受到影响，原审法院认定

本案当事人之间为股权转让关系亦不违背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参见许尚龙、吴娟玲与何健、张康黎、张
桂平股权转让纠纷二审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二终字第５２号。
参见福建全通资源再生工业园有限公司、全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万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申请再审

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２９４４号。
如辽宁和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张立强、乌鲁木齐辰光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申

诉、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 ２４９号。关于诉权释明，详见任重：《我国民
事诉讼释明边界问题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２２６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３０页。



　　纠纷一次性解决与处分原则、法官中立原则之间能否达成共赢，是案例１中二审法院应
该首先考虑的问题。判断案例 １能否类推适用 “民诉法解释”第 ３２８条的关键在于如何理
解 “独立的诉讼请求”。一种思路是参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３条和第２６４条对变更诉讼请
求进行细分。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３条虽然原则性规定，变更诉讼请求在被告同意或法院认
为有助于诉讼时予以准许，但其第２６４条规定有三种情形不被视为诉之变更：一是补充或更
正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陈述；二是扩张或限制关系本案或附属请求的诉讼申请；三是因事后

发生的情事变更而请求其他诉讼标的或利益，以代替原来所请求的诉讼标的。〔２７〕由于德国

诉讼标的识别模式采诉讼法二分肢说，〔２８〕而我国采旧实体法说，因此，“证据规定”第 ３５
条第１款中的法律关系性质的不同在德国并不构成诉讼标的变更，而是符合第一种情形，即
补充或更正法律上的陈述。而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２５５条第１项第２款将 “请求之基础事

实同一”作为诉之变更的例外，从而将请求权竞合纳入其中。综上，无论是以旧实体法说

为标准还是根据诉讼法二分肢说，法律关系性质认定不同均不构成 “独立的诉讼请求”。因

此，原审原告经法院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并不必须进行调解，即便调解不成也无须撤销

原判发回重审，而是可以由二审法院按照原审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加以裁判。其实质理

由在于，新的诉讼请求依旧以一审中处理过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故并未损害对方当事人

的审级利益，没有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必要。可见，二审中根据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
款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与纠纷一次性解决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案例２：原审原告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主张的
民间借贷关系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于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并明确原告如需就其提交证据

的付款主张权利，可另案提出。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是出于保护原

告的诉权而作出的释明，故一审法院并不存在违反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规定的情形，二审
法院对此予以维持并无不当。〔２９〕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裁定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虽然要
求法院应当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但前提条件是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当事人

的主张不一致。而在案例２中，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虽然无法被法院认同，但根据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也无法确定另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存在。对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释明指南》（以下简称 “上海高院释明指南”）第 ７条第 ２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的
法律关系性质或效力存在较大争议，法官一时难以认定的，法官在释明时应贯彻谨慎原则。

其第３款进一步规定，在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并不意
味着其必然胜诉。〔３０〕案例２为此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并非只要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
与法官的认定不同，法官就必须释明其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原告未提供相应的事实和证据

或者其事实和证据无法指向另一法律关系，法官应当遵循谨慎原则，即法官不得进行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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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标准

〔２７〕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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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０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９〕，罗森贝克等书，第６７３页。
参见潍坊锦汇钢材有限公司与潍坊金福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李玲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再审民事裁定

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申３４０８号。
类似规定见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的若干规定 （试行）》第 １５条第 ２款和
第１６条。



中生有”的释明。〔３１〕这对于贯彻当事人自己责任原则和维护法官中立地位都具有重要

意义。

　　 （二）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

　　相比对于法律关系性质的释明，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显得更为主动。〔３２〕

　　案例３：原审原告向法院起诉，诉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经解除，要求判令被告给付超
付的工程施工款。被告辩称，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并反诉要求法院判令原告给

付拖欠的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合同无效，除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超付的工程款外，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以及被告的反诉请求。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合同无效的原审认

定并无不当。原审原告申请再审，主张法院未按照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释明其变更诉讼请
求，一审法院在未经释明的情况下，剥夺了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权利。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应当对合同效力主动进行审查。本案一审中，原审被告即

提起了反诉且明确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由于反诉属于独立的诉，因此，人民法院不能仅仅

因为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原审原告有关合同效力的主张不一致而停止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

果进行审理。〔３３〕

　　根据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法院对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与当事人的主张不一致
时，应当释明。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并未认可法官对于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可以自由

裁量，而只是认为仅据此并不满足再审事由。其实，一、二审法院不仅存在释明上的瑕疵，

而且还违背了处分原则。虽然原告的请求范围 （超付工程款）没有发生变化，但合同解除

和无效分别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因此，一、二审支持原告返还超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

实际上超越了原审原告设定的诉讼标的范围，与案例１存在同样的问题。依职权审查合同效
力不能直接导出依职权变动诉讼请求。笔者认为，当原告并未基于合同无效提出相应请求

时，仅通过被告的反诉请求及其要件事实无法导出原告有提出相应诉讼请求的意图。此时，

法院应释明的内容并非变更诉讼请求，而是对合同无效进行法律释明。〔３４〕

　　案例４：原审原告公司的副董事长提交虚假材料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后，代表原告
将公司房屋出卖并转让给了原审被告。原审原告起诉被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该房屋。

一审和二审法院认定房屋转让行为没有法律效力，判令返还房屋。原审被告向最高人民法

院申请再审，主张如果合同无效，合同双方依据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最高人民

法院认为，一、二审法院在认定合同不成立或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本应对合同不成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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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的释明也被称为新诉讼资料提出释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３９条和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１９９条
之一是否允许法官在没有当事人最低限度的暗示时进行 “无中生有”的释明，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引起过学理

上的争论，出现狭义主观说、广义主观说、诉讼经济客观说和折中说的林立。目前的有力说认为，法律并未

认可 “无中生有”的释明，其违背当事人自己责任原则，并使法官丧失中立地位。参见刘明生：《民事诉讼

之程序法理与确定判决之效力及救济》，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版，第５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事项，即便案涉当事人未对合同效力提出异

议，经审查具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参见海南宁龙实业有限公司与海口市

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物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１８０３号。
参见山东恒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

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７２８号。
法律释明是最高人民法院采用的术语。参见尹孝功等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等物权保护纠纷二审民事裁定

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终１６１号。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释明参见湖南兴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蔡秋芳、孙迅、孙帅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２５２６号。



无效的后果即双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问题一并审理，并在判令原审被告返还原审原

告房产的情况下，对原告是否应当返还被告购房款作出认定。一、二审法院对此未予审理

有不当之处。但鉴于一、二审法院均在裁判文书中释明被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且被告

确实享有这一诉权，在程序上仍有得到救济的途径和可能，故对原审被告的再审申请不予

支持。〔３５〕

　　本案与案例３都体现出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的倾向，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还要
求下级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对双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问题一并审理，即在本案中释

明原审被告对返还已付购房款提起反诉。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也不意味着法官可以

对反诉释明自由裁量，其只是认为据此并不满足再审事由，因为一、二审法院已经在裁判

文书中释明被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笔者认为，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释明被告提起反

诉会构成 “无中生有”的释明。不仅如此，反诉释明更会动摇法官的中立地位：与原告在

案例３中业已提出过具有相同请求范围的诉讼请求不同，本案被告甚至从未作出过反诉的意
思表示。

　　案例５：原审原告以合同有效为基础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却未向其释
明。原审原告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之规定意在加
强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避免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缺乏、诉讼能力不足等原因发生认识错误

并因此承担不利后果。就本案而言，其一，申请人在原审中委托了专业律师代理诉讼，在

自身诉权行使及诉讼风险预测方面具备充分认知，原审法院亦依法履行了诉讼权利告知义

务，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其二，案涉土地置换协议的效力需经全面审理后方能认

定，不属于法定应予释明的范围。故申请人主张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没有法律依据。〔３６〕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有律师代理时应相应限制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之适用。由
于避免当事人因缺乏法律知识而承担不利后果的规范目的已经因为律师的代理而被实现，

因此，法官的认定与当事人 （律师）主张的民事行为效力不同时，不属于法官应予释明的

范围。这与 “民诉法解释”第 ２６８条的规范目的类似。值得反思的是，律师代理虽然能弥
补当事人法律知识的不足，但我国现阶段律师水平参差不齐，因当事人聘请律师而不进行

释明，将无法保证当事人不因法律知识的缺乏而遭受不利益。因此，不应一刀切地限定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的适用。〔３７〕此外，本案还引出了适用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
款的另一限定条件，即法院是否已经对民事行为的效力有确定的答案。这一问题同样出现

在释明法律关系性质的案件中，如案例２。
　　案例６：原审原告起诉被告要求给付其所拖欠的房屋租金。原审被告申请再审，认为二
审法院超出上诉请求作出判决。原审原、被告诉争的标的为合同约定的租金，二审法院却

判决原审被告承担房屋占有使用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二审卷宗显示，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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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深圳市矩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骏业塑胶 （深圳）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３）民申字第１７８号。
参见咸宁市志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咸宁市咸安区永安办事处东门村村民委员会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

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６６号。
这同样可以得到德国法的支持。参见 ［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１２９页；［德］汉斯 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４页；前引 〔１９〕，罗森贝克等书，第５２９页。



开庭审理笔录中记载，法官向原审原告释明，如果二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无效，则原告无

权要求被告支付租金，但有权请求对方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原

告当庭表示假如合同无效，则将原租金请求变更为请求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二审法院就

此认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并不存在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形。〔３８〕

　　二审法院在案例６中的释明并不仅仅是语气的缓和，而是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我国民事
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的预备性诉之合并制度，即由当事人根据合同可能无效的释明提出

补位请求，从而与原请求之间形成一主一辅的关系。〔３９〕如果法官经过全面审理最终认定合

同无效，则针对当事人的补位请求作出裁判，故并非 “判非所请”。

二、关于解除、请求数额、变更与追加当事人及第三人的释明

　　在我国，“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 １款虽然是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核心规范，但却并非
一般性规范。虽然 “民诉法解释”第 ２６８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庭审中除可以对回避、自认、
举证证明责任等内容作出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还可以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

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但该条适用于没有委托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简易程序。

不仅如此，“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是否能包含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
以外的变更诉讼请求释明，也存在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１６〕１０号）第 ５条，人民法院认
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增加停止侵害等

诉讼请求。然而，作为专门针对贯彻职权主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特别规定，其同样无

法被一般地适用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对于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以外的诉讼请求变
更释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文书提供了分析样本。这些样本与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
第１款一道，勾勒出我国变更诉讼请求释明的主要类型，在此基础上有望析出释明变更诉讼
请求的系统标准。

　　案例７：原审原告 （反诉被告）与原审被告 （反诉原告）签订 《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

书》，约定原审被告以土地作为投入，原告以资金作为投入，以被告的名义进行开发，由原

告进行运行。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多次合计给付给被告 １．９０１亿元，被告分两次共偿还原
告８００万元。原审原告起诉要求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根据 《关于审理房地产管

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４４条，要求被告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
任。原审被告认为原告的开发资金不能完全到位，使项目开发无法进行，反诉请求判令解

除 《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判令原告返还其垫付的土地税款以及银行贷款利息。一审法

院认为，由于被告已经将土地与本案第三人合作开发，继续履行合同已经不可能，《房地产

合作开发协议书》应予解除。原审原告请求继续履行，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中

认为，原审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以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为前提的。虽然原告

在其一审起诉时未提出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但在案涉协议应予解除的前提下，返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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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西藏雪雁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西藏弘晨新能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申诉、申请再审民事

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申３５７６号。
关于释明预备合并的具体讨论，参见许可：《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８７页。



付投资款是该协议解除的法律后果，也是对原告付款方权利的基本保障。一审法院在认定

案涉合同应当解除的情况下，判决被告返还已收取的投资款，于法有据，亦符合诉讼经济

的原则。本院前述由原审被告向原告返还 １８２１０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认定，是在合作协

议解除的情况下，依法对原告利益的保护。由于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就合作协议解除

的情况下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进行释明，本院二审中双方亦无法对本案诉讼达成和解，

本案也不属于依法应当发回重审的情形，因此，如果原告认为在合作协议解除后，其还有

除返还１８２１０万元及相应利息之外的请求，可另行主张。〔４０〕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就合作协议解除的情况下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进行释明”能否

被纳入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之民事行为效力释明的范畴。本案中，原告通过起诉划

定审理范围时，合同依旧处于有效的状态。对此，对方当事人和法院应不存在不同认识：

无论是本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抑或是反诉请求解除合同并判令给付垫付款及其利息，均

以合同有效作为前提。合同的解除并非合同效力问题，而是合同特有的终止原因。〔４１〕虽然

本案并不属于民事行为效力型变更释明，但理论上或可将其扩大解释为法律关系性质释明，

即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 （合同关系存续）和法院认定的不同 （合同被解除）。不过，合

同关系存续与合同被解除是否不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抑或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存续与消

灭，依旧有较大的讨论空间。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将合同解除释明的规范根据明

确指向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４２〕因此，笔者未将本案列入第一部分。

　　与案例３类似，被告在一审中提起了反诉，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原告承担合同解除的法

律后果。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首先据此判定合同解除，并以合同已解除为基础，支持了原告

以合同继续有效为前提的诉讼请求，其背后的考量可能同样是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最高人

民法院在彭光辉、南华县星辉矿业有限公司与郎益春合同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

定书中也认为：“二审法院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在依法认定 《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的前提

下，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解除 《合同协议书》、返还合作款，适用法律亦无不当。”〔４３〕

本案与案例１存在相同的问题，虽然请求范围 （给付特定金额的价款）并未发生改变，但

诉讼标的已经发生改变。以旧实体法说为标准，根据合同法第１０７条要求继续履行及损害赔

偿与根据合同法第９７条要求恢复原状及相应的损害赔偿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因此，最高

人民法院虽然以保护原告实体权益为初衷，却存在 “判非所请”的问题，突破了处分原则。

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下文将讨论的案例８〔４４〕和永信 （眉山）农林贸易有限公司与眉山市

明申生态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王志刚一般买卖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４５〕中均支持了释明

变更诉讼请求但尊重当事人选择的做法。为何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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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阳坤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沈阳新奉基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

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一终字第１４２号。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６４４页。
如永信 （眉山）农林贸易有限公司与眉山市明申生态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王志刚一般买卖合同纠纷申请

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９４４号。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８８号。
参见北大荒鑫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北大荒青枫亚麻纺织有限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５）民二终字第１９９号。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９４４号。



从裁判文书的具体表述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对 “民诉法解释”第 ３２８条的误用，因
“二审中双方无法对本案诉讼达成和解”，故担心在二审中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纠纷

的一次性解决；〔４６〕二是对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中的 “诉讼请求”作形式化理解

（即理解为诉的声明）。相同问题也出现在案例１和案例３中。
　　案例８：原审原告与被告签订加工合同，原告交付给被告亚麻布若干由其代为加工。加
工完成后，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被告只部分交付了符合标准的亚麻布。原告要求判令被告

按约交付符合质量的亚麻布并支付迟延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中认为，虽然合同在

事实上已经不能履行，但原告在一审法院依法释明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时，并未依法行使

合同解除权，而是依旧坚持被告交付货物。一审判决据此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相比于案例７，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采取了更为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做法。同样作出
于２０１５年的两份裁判文书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其根源在于对诉讼请求的形式化理解。
案例７中，原告的请求内容为金钱给付，而合同解除后可能的请求内容也同样为金钱给付，
这使法官误认为其判决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４７〕而本案中，原告的请求内容是给付

特定货物，与合同解除后的金钱给付不同，这也使法官意识到，如果原告坚持不变更诉讼

请求，法院径行判决将落入 “判非所请”。

　　案例９：再审申请人主张，二审法院超出了一审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认
为，原审原告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增加了利息请求，因此，二审中判决原审被告支付给原告

利息２２４万并未超出一审中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４８〕

　　案例９的处理方式虽然不违反处分原则，但却有违法官中立，这也是原审被告申请再审
的缘由。法院为何在原告请求范围之外，释明当事人新增利息请求？如果说案例１还是在相
同请求范围内的纠纷一次性解决，本案的一审法院则更进一步，突破了案例１、案例３和案
例７对 “诉讼请求”的形式化理解即以原告请求范围为限。这也凸显出纠纷一次性解决在

司法实践中缺乏明确和可预见的标准，受法官个人理解的影响较大。除了纠纷一次性解决，

增加利息请求释明还受到第一阶段诉讼标的理解的影响。如果将诉讼标的理解为当事人之

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则本金请求和利息请求均可能被包含在内，法官进而可能误以为

对利息请求的释明并未超出诉讼标的的范围。而按照第二阶段诉讼标的的理解，虽然本金

和利息均表现为一定数额的金钱，但本金请求权和利息请求权分别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

法院释明新增利息请求构成对新诉讼标的的释明。

　　案例１０：原审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被告返还借款和利息。诉讼过程中，被告虽然
以诉讼时效问题提出抗辩，但主张的是借款超过诉讼时效，并未就每一笔贷款利息是否超

过时效问题具体抗辩。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二审法院在当事人没有提出该诉讼时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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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审中根据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并不与纠纷一次性解决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与冲突。详细论证参见案例１的相关讨论。
尽管只有一个金额，表面上看似只有一个诉的声明，但实际上包含着多个诉讼标的。详见前引 〔１４〕，卜元
石文，第１００页。
参见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与贵州贵聚能源有限公司探矿权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
法民再３７７号。



具体抗辩理由的情况下，没有进行释明符合法律规定。〔４９〕

　　以我国采取的旧实体法说为标准，本金请求和利息请求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这同样
得到了案例１０的印证。虽然请求权和抗辩权的性质与功能均存在显著不同，但案例１０所确
立的释明界限却可能被统一适用于利息释明。本案中，原审被告仅对本金提出诉讼时效抗

辩，而并未明确对利息提出抗辩。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本金的诉讼时效抗辩并不自然包

含对利息进行抗辩的意思，故不能对利息的诉讼时效抗辩进行 “无中生有”的释明。同样，

当原告仅主张本金时，也不应认为其存在请求利息的意思，不应超过原告的请求范围释明

其新增利息请求。这同样是德国与我国台湾的一般做法。〔５０〕

　　案例１１：原审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被告破产清算组支付一次性安置费。一审法院
向原告释明本案适格被告为造纸厂，因为起诉时造纸厂的营业执照尚未注销。原告经释明

后仍拒绝变更被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审原告遂提起上诉并申请再审，主张审

判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原审原告在一审法院释明本案适格被告后拒绝变更，

本案并未进行进一步的实体审理。原审原告主张审理违法没有依据，且不足以作为启动本

案再审的理由。〔５１〕

　　案例１２：原审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查明本案被告与
案外人共同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于是释明原告追加共同被告。在原告表明不同意追加后，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放弃追加的行为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原

告复以一、二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申请再审不能成立。〔５２〕

　　案例１３：原审原告与案外人公司签订 《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原审被告公司

在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并且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与本案原告协商将本应安置给原告的

２２５－２号商铺变更为１５２号商铺。一审庭审前，一审法院向被告释明是否申请追加案外人
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被告未予申请。一审中，被告也明确表示同意承担安置的实体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需再追加案外人参与本案诉讼。〔５３〕

　　案例１１的焦点问题是被告适格。虽然对被告适格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诉讼主体层面，也
即变更当事人，且变更当事人和诉的变更被认为是两项不同的诉讼制度，但不可忽视的是，

被告的变更必然带来诉讼请求的变更：判决被告乙向原告甲给付１万元人民币 （诉的声明）

或基于买卖合同给付１万元人民币 （诉讼标的）和判决被告丙向原告甲给付相同数额，并

不能因为请求数额相同而被视为同一诉的声明和同一诉讼标的。这同样是 “民诉法解释”

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第１项的应有之义。基于相同考虑，笔者也将案例 １２中释明追加必要共同
诉讼人和案例１３中释明追加被告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类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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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参见陆大珍与凉山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等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申字第
２３０６号。
参见前引 〔３１〕，刘明生书，第 ３９页，第 ４３页；Ｓｔｅｉｎ／Ｊｏｎａｓ／Ｌｅｉｐｏｌｄ，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２２．
Ａｕｆｌ．，Ｖｅｒｌａｇ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５，§１３９Ｒｄｎｒ．５０；Ｔｈｏｍａｓ／Ｐｕｔｚｏ，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３３．Ａｕｆｌ．，ＶｅｒｌａｇＣ．Ｈ．
Ｂｅｃｋ２０１２，§１３９Ｒｄｎｒ．１０。
参见程永爱与国营乐山造纸厂破产清算组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１０５９号。
参见罗炳阳与刘长生一案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民监字第６４９号。
参见东港市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于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

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申１２６６号。



为它们同样由于被请求主体的变化而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引起诉讼请求的变化。

　　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在案例１１中支持对适格被告的释明，而且在张佳勋与高天云、乌海
市彤阳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５４〕中确定了被告不适格时

的一般处理方法，即法院可以向原告释明更换被告，同时，法院也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但究竟何时释明、何时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并未进一步阐明。从 “可以”这一表

述看，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认为变更被告是应释明事项。〔５５〕这也为解读以 “民诉法解释”第

６４条为代表的被告适格规定提供了思路。首先，该条针对的主体是原告还是法院？它是否
要求原告必须以企业法人为被告，否则其起诉将不被受理或者被裁定驳回？对此，最高人

民法院的上述表述已经作出了否定回答。既然这一规定并不是对原告起诉的要求，那是不

是对法院释明的要求，即要求法官在 “民诉法解释”第６４条的情况下应释明原告以企业法
人为当事人？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释明变更被告并非义务，而是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形裁量

作出。在此基础上，以 “民诉法解释”第６４条为代表的被告适格规定或可被看作是对法官
的提示，当存在上述情形时，应挖掘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在其因缺乏法律知识或因对案件

事实存在错误认识而不正确地选择被告时，根据当事人真意释明其变更被告。而在案例 １１
中，原告选择被告清算组并不存在认识错误 （例如误以为造纸厂已经注销），法院在此时释

明变更被告突破了当事人的真意。不仅如此，法院在原告经释明而不变更被告时，亦不应

裁定驳回起诉，因为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第１款第２项仅要求 “有明确的被告”，而应在实

体审理后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依 “民诉法解释”第７３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虽然本条并未明确规定法院释明追加

必要共同诉讼人，但司法实践出现了从职权追加到释明当事人申请追加的趋势，如 《北京

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登记立案释明规则》（以下简称 “北京四中院释明规则”）第８条规定，
当事人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其依程序申请追加。在释明追加共同诉

讼人的范围上，我国司法实践也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０３〕２０号）第５条虽然规定赔偿权利人起
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但 “民诉法解释”

的起草者已经修改了上述观点，其认为连带责任并非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而是类似的必

要共同诉讼。〔５６〕这也得到了案例１２的证实。就此而言，“北京四中院释明规则”第８条关
于非必要共同诉讼人的释明追加规定有待商榷：仅仅因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查明或可能导

致误判，就要求法官必须释明追加被告，尚需进一步论证，因为民事诉讼法已经提供了诸

多机制可以解决案件事实查明问题，如潜在的共同诉讼人可以证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身份参加诉讼，协助法院和当事人查明案件事实以避免错判。〔５７〕

　　案例１３与案例１２类似，都体现出从职权追加到释明申请追加的转变。根据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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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１０５９号。
我国释明边界存在三种样态，分别是应释明、不应释明和可释明。参见前引 〔２５〕，任重文，第２１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书，第２３１页。
参见任重：《反思民事连带责任的共同诉讼类型———基于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５４页以下。



第５６条第２款，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追加存在职权追加和申请追加两种模式。案例 １３
中，一审法院向被告释明是否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被告经释明后未予申请。首先应

当肯定的是，从职权追加过渡到释明追加体现出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是从职权主义向

当事人主义转型的具体表现。不过，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５６条第 ２款规定的第二种情形追加
可能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其实质是绕开原告变更了本案的诉讼请求，这也是所

谓被告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痼疾。〔５８〕而从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标准来看，当原告不存

在最低限度的暗示时，法院不应进行 “无中生有”的追加释明。不仅如此，法院应当释明

的主体是原告而非被告，因为是否起诉，何时或以何种内容、范围对何人起诉，原则上由

原告自由决定，国家不能干预，这是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应有之义。〔５９〕

三、“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规范目的再探讨

　　上述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类型化分析表明，虽然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仅包含关
于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两种基本类型，但其确立的释明标准实际上影响了

其他类型。例如，案例１和案例３这对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中 “诉讼请求”的形式

化理解也影响到法院在案例７中对释明的处理，即只要请求范围未发生改变，法院可以在释
明后甚至是在未经释明的情况下径行变更诉讼标的；反诉在案例３中对释明的影响也出现在
案例７中，即只要被告主张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并提起反诉，法院可以经释明甚至未经释明
而实质变更诉讼标的。除此之外，案例９到案例 １３虽然看似距离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
效力较为遥远，但也在实质上受到了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规范目的的影响，〔６０〕体
现出以纠纷一次性解决为目标，超过诉讼标的甚至请求范围进行释明，甚至未经释明直接

改动诉讼标的的倾向。

　　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制度目的何在？是弥补当事人法律知识的不足，即采以当事人为
视角的主观标准，还是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即采以法官视角的客观标准？这在相关裁判文

书中出现了不同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在许尚龙、吴娟玲与何健、张康黎、张桂平股权转让

纠纷二审判决书中认为：“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旨在避免增加当事人另诉的诉讼成本，
使人民法院在当事人请求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审理。〔６１〕仅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表述来看，其更

侧重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即便没有当事人最低限度的暗示，法院也应当基于纠纷一次性

解决的目标，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案例４中，最高人民法院继续沿用客观标准，并认为在认
定合同不成立或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法院本应对双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问题一并审理。

这其实暗含着更为宽泛的客观标准：即便是并未提出诉讼请求的被告，法院为了纠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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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卫平：《“第三人”：类型划分及展开》，载张卫平主编：《民事程序法研究》第１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８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２〕，张卫平书，第４７页。
应当说明的是，“证据规定”第３５条具有多重功能：一方面，其构成了 “证据规定”第 ３４条的例外，当存
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当事人变更诉讼请

求不受 “证据规定”第３４条第３款的期限限制，法院应根据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２款为当事人重新指定
举证期限；另一方面，“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也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提供了核心标准和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二终字第５２号。



性解决也要释明其提起反诉。

　　与此不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例 ５中认为，“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之规定意在加强
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避免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缺乏、诉讼能力不足等原因发生错误认识，

进而承担不利后果。此案中，由于原告委托了律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无须在认定合同无

效之后释明其变更诉讼请求。这其实是以主观标准来看待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由
于存在律师代理，法官推定其诉讼请求的提出是深思熟虑后的慎重选择，故不存在释明变

更诉讼请求的必要。相反，如若以案例４采取的客观标准审视案例５，将得出不同结论：虽
然原告聘请了律师，但法院释明的目的并不是弥补当事人法律知识的不足，而是在客观上

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故依旧应当释明其变更诉讼请求。

　　 “证据规定”的起草者认为：“如果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

证期限，这是因为如果法律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那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诉讼证据就

得做相应的修改，否则当事人的权利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通过法院的指导，避免了甲

要打两个官司才能要回投资款的讼累，提高了诉讼效率。在民事行为效力改变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６２〕从上述表述来看，“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的规范目的更偏向于纠纷的
一次性解决。可供对比的是 “证据规定”第３条的规范目的：“释明权是指法院为救济当事
人在举证和质证过程中存在的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通过发问、指导等方式以澄清或落实

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以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证据进行有效和

积极辩论的权力。”〔６３〕如果说 “证据规定”第３条更侧重主观标准的话，那么 “证据规定”

第３５条则更偏重客观标准。不仅如此，“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２款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做
法也表明，前后诉讼标的并非必须建立在同一事实基础上，甚至可能以当事人未曾提出的

事实为准，这才产生了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需求。或许正是因为司法解释的起草者在表达

上述两条规范目的时存在显著差异，这才使若干判例采取了侧重于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处理

方式。

　　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并结合 “证据规定”起草者的相关表述，“证据规

定”第３５条第１款的规范目的更侧重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法院在相同请求范围内释明当
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甚至超出请求范围进行利息释明，都是对这一规范目的的具体贯彻。

虽然在当事人经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的裁判并不会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并

非 “判超所请”，但法院所进行的此种释明却面临有违中立性的质疑，引发当事人申请再

审。不仅如此，以纠纷一次性解决作为规范目的，还存在标准不明的问题：案例１、案例３、
案例４和案例７中的相同请求范围这一标准并未得到案例９的遵循。案例９中的一审法院认
为释明原告增加利息请求更有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可见，科学划定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的标准有赖于纠纷一次性解决这一规范目的的进一步厘清。

　　我国为何需要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其他国家或地区是否有类似规定可供比
对？对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德国法并无类似规定，原因在于其诉讼标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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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书，第２０３页。
同上书，第２５页。



标准采诉讼法二分肢说，即 “诉的声明 ＋案件生活事实”。“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中的
不同法律关系性质在我国生成多个诉讼标的，但在德国仅为同一诉讼标的，请求权基础并

非标的，而是退居诉讼理由。与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类似，我国台湾于 ２０００年在
其民事诉讼法中增订第１９９条之一，其第１项规定：“依原告之声明及事实上之陈述，得主
张数项法律关系，而其主张不明了或不完足者，审判长应晓谕其叙明或补充之。”与我国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的规范目的类似，第 １９９条之一的立法理由更侧重纠纷的一次
性解决：“为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之功能，如原告主张之事实，于实体法上得主张数项法

律关系而原告不知主张时，审判长理应晓谕原告得于该诉讼程序中并予主张，以便当事人

得利用同一诉讼程序彻底解决纷争，惟民事诉讼法采当事人处分权主义及辩论主义，故原

告究欲主张何项法律关系，及其是否为诉之变更或追加，应由原告斟酌其实体利益及程序

利益而为之。”〔６４〕不仅如此，我国台湾的终审法院在此后的民事庭会议中决议不再援用 ７１
年度台上字第２８０８号判例 （“审判长尚无阐明令当事人提出新诉讼资料之义务”）和６７年
度台上字第４２５号判例 （“提起反诉，非属审判长行使阐明权之范围”）。此后，又在８９年
度台上字第９０７号判决和９０年度台上字第１９２号判决中认为，在当事人并未提及任何相关
事实时，也要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例如作为被告的垃圾收集车司机撞倒原告行人，原

告仅在陈述事实时提及被告的身份，但并未陈述国家赔偿法的构成要件事实，法院仍有根

据第１９９条之一进行释明的义务。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与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１９９条之一，无论是出现时间和
条文表述，抑或是二者的适用范围和规范目的，均存在高度相似性。无独有偶，如何对纠

纷一次性解决进行限缩，在贯彻处分原则和法官中立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当事人自我决定和

纠纷一次性解决之间的平衡，同样是此类释明在我国台湾遇到的重大课题：９３年度台上字
第１８号判决为了避免此类释明被扩大理解和适用，将第１９９条之一的 “事实”限定为当事

人已经针对构成要件叙述的事实，从而限缩了第１９９条之一的文义，且使法官释明之范围更
加清晰，明确第１９９条之一并未承认 “无中生有”的释明。〔６５〕

　　上述发展也为我国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规范目的的厘清提供了思路。最高人民
法院支持突破当事人处分原则和法官中立原则的若干裁判文书，其初衷是纠纷的一次性解

决。然而，如何才能实现当事人处分原则、法官中立原则与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统一？与当

事人处分原则不同，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含义其实并不明确，特别是 “纠纷”的范围难以划

定。如若认为 “纠纷”等于 “诉讼标的”，则我国所采用的旧实体法说也能够实现一次性解

决纠纷，也即通过一次诉讼至少解决一个诉讼标的。显然，“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的
规范目的并不止于此，而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 “纠纷”。虽然与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

１９９条之一第１项的表述不同，“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并不存在 “依原告之声明及事实

上之陈述”这一限定，而只是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

“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但结合辩论原则的第一要义，法院的裁判依旧必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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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从周：《债法修正溯及适用与法官阐明时效抗辩 （民事法与法学方法第三册）》，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
版，第２０３页以下。
参见上引吴从周书，第２０９页。



当事人的要件事实主张为基础。若辩论原则的第一要义在我国最终得以落实和贯彻，〔６６〕

“根据案件事实”其实能够导出与 “依原告事实上之陈述”相同的限定条件，即法院必须以

当事人的请求范围及其主张的要件事实为根据。至于如何判定当事人特别是原告是否已经

主张过相关要件事实，或可参考 “上海高院释明指南”第 ２３条。〔６７〕通过对该条进行反面
解释可以得出：如果释明指向当事人已经提出的基础规范 （权利发生规范）或反对规范

（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制约规范），〔６８〕则不构成 “帮助当事人”。在此基础

上，如果当事人的要件事实主张并未指向产生另一诉讼标的的基础规范，则法院并无义务

且不得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否则将违反法官中立原则。在要件事实主张这一限定条件之外，

还应重视和强调请求范围对释明的限定作用。以案例９为例，虽然原告的要件事实主张可能
指向了利息，但原告的请求范围明确限定在本金。法官不能仅基于原告对本金的请求及其

相关要件事实主张便认为其存在主张利息的意图。〔６９〕就此而言，请求范围较要件事实主张

更具决定性。综上，以原告请求范围和要件事实主张为标准限定纠纷一次性解决，既能在

当事人提出过相关诉的声明和要件事实时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也严守了处分原则的底

线，恪守了作为法官之根本的中立原则。

　　通过将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的规范目的重新界定为有限的纠纷一次性解决，即
以原告的请求范围和要件事实主张作为纠纷一次性解决的限定条件，并不必然带来诉讼效

率的低下。由于法官的认定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的要件事实主张基础上，这就使得 “证据规

定”第３５条第２款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由于案件事实和证据一般不发生变化，因此，原
则上无需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并由当事人重新提出事实和证据。相反，如果不限缩纠纷一次

性解决的范围，如在案例４中释明被告提起反诉或在案例９中释明原告增加利息请求，则涉
及诸多新事实，从而不得不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不仅如此，一旦释明原审原告增加、变更

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释明原审被告提出反诉，则在二审与一审法院认定不一致时，必然引

出审级利益问题，并使二审中的释明陷入困境：如若不释明，将违反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
第１款，因为其适用条件并未限定在一审；如若释明，在被告不接受调解时只得撤销原判发
回重审；如若经释明或不经释明径行变更诉讼请求，则将严重违背处分原则，并使法官丧

失中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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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是否已经建立起辩论原则第一要义，学者尚有不同认识。参见许可：《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

法上的新进展》，《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０页。
该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和诉讼理由后，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自己提出反驳主张和理由，包括权利

发生、权利妨碍、权利消灭、权利制约等抗辩。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不得帮助当事人组织权利抗辩事由，不

得帮助当事人组织辩论理由。”

基础规范和反对规范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可参见 ［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２３页以下。其在我国的展开可参见李浩：《规范说视野下法律要件分类研究》，《法律适用》
２０１７年第１５期，第２页以下。
有必要考虑利息请求的失权问题。“上海高院释明指南”第６条第３款也是考虑到部分请求可能产生的失权后
果，而将此种面临失权的部分请求作为应当释明的事项。需要明确的是，利息虽然具有附属性，但依旧与本

金构成主债和从债的关系，分别构成两个诉讼请求，而非部分请求。参见袁琳：《部分请求的类型化及合法性

研究》，《当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１１页。也有观点将利息界定为弱部分请求，并认为可以另诉主张。
参见严仁群：《部分请求之本土路径》，《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５９页，第１６９页。不仅如此，先诉
本金后诉利息，也并不存在类似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６条的失权规定。为了预防利息之诉被后诉法院以
“一事不再理”为由裁定驳回，或可考虑由审理法院在判决书中释明原告可另诉主张利息。



　　当然，有限的纠纷一次性解决也存在例外。首先，案例８的一审法院曾释明原告变货物

给付为损害赔偿请求。在原告依旧坚持被告交付货物后，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此项

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的事实主张已经指向了合同解除及其法律后果，但给付货物和损

害赔偿构成不同的请求范围。此时，根据 “请求范围 ＋要件事实主张”的限定条件，审理

法院本不应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但案例８的一审法院选择了突破请求范围这一限定：原

告在起诉时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但合同于诉讼中被判定已无法继续履行，法院此时释明当

事人根据这一新情况来相应变更诉讼请求。同样，在诉讼过程中标的物灭失或转让给第三

人以及被告在诉讼中解除合同 （如案例 ７），也均存在释明原告相应变更诉讼请求的必要。

以案例８为代表的此类例外情形可被纳入因情事变更而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类型 （德

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４条第１款第３项，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２５５条第１项第４款）。其次，

我国并不存在只表明最低请求数额的诉讼制度，因此，在难以确定具体请求数额的案件中，

或可考虑由法官根据审理情况释明原告增加请求数额。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根本之策

是在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新增一款引入最低请求额制度。再次，由于我国存在以 “精神损

害赔偿解释”第６条为代表的失权规定，因此，在当事人仅提出人身损害赔偿但案件事实

同时指向精神损害赔偿时，法院应释明增加精神损害赔偿。复次，如果原告对被告的选择

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错误，法院可根据审理的情况释明变更被告。最后，结合 “北京四

中院释明规则”第８条，民事诉讼中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法院应释明其申请追

加。不过，上述有限纠纷一次性解决的例外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生成环境的改变，其也将

渐次回归原则，例如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 ６条若在今后被删去，法官也将不再被准许

进行此类 “无中生有”的释明。

余　论

　　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的公开不仅为民事诉讼理论的验证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７０〕而且

也为难以单纯通过规范圆满解决的民事诉讼法律问题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释明变更诉讼请

求就是一例。〔７１〕尽管处分原则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提供了底线，但提供具体标准的却是法

官中立原则。不过，究竟某一具体做法是否有悖于法官中立，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这也

导致我国司法实践长期以来并未形成明确的释明标准。面对此种情况，我们究竟应当如何

借助民事诉讼案例充实立法与理论？这同样是本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笔者主要借助聚法

案例数据库收集和整理了最高人民法院涉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裁判文书，并通过案例充

实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中的两个基本类型，随后列举出释明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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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司法实践是否贯彻和落实了诉讼标的旧实体法说。详见陈杭平：《诉讼标的理论的新范式——— “相对化”

与我国民事审判实务》，《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８９页。
肖建华和陈琳认为，法官释明权的完善不仅仅是完善规范就能解决的，通过司法实践积累经验不断丰富它的

内涵，尚需假以时日。参见肖建华、陈琳：《法官阐明权之理论阐释与立法完善》，《北方法学》２００７年第 ２
期，第８３页。释明边界在德国和日本也均被认为应当通过判例的积累来确定其标准。参见前引 〔３７〕，尧厄
尼希书，第１３２页以下；［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６０页。



为效力之外的情形。虽然相关裁判文书中呈现出的类型不可能穷尽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所

有理论可能，但却表现出趋同的倾向和问题，即以削弱当事人主义为代价，追求纠纷的一

次性解决。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最主要的语境是改革与转型。虽然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
第１款本身就是贯彻当事人主义的改革成果，但需要明确的是，我国目前尚未彻底完成模式
转型，当事人主义在我国尚未彻底建立。我国既有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依旧在总体上呈现

出职权主义的特征和色彩。〔７２〕法院在案例 １、案例 ３和案例 ７中对处分原则的突破便是突
出例证。在上述裁判文书基础上总结出的变更诉讼请求释明标准无疑先天带有职权主义的

印记。然而，这是否要求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必须怀揣当事人主义的梦想，而完全置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实践于不顾？

　　以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裁判文书为例，当事人主义的解释方法及其结论并不与我国现
有规范背道而驰。部分裁判文书中体现出的职权主义倾向，固然由于对处分原则的忽视，

但也受制于对 “诉讼请求”的形式化理解以及对二审增加 “独立的诉讼请求”这一标准的

忽视。在不变动现行规范的前提下，可将 “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的 “诉讼请求”理解

为诉讼标的，结合辩论原则第一要义引出 “要件事实主张”这一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性质和

民事行为效力的基础，并结合民事诉讼法第 １３条第 ２款规定的处分原则，将 “证据规定”

第３５条第１款的规范目的界定为有限的纠纷一次性解决。上述解释方案并未实质改动 “证

据规定”第３５条第１款，且能与部分裁判文书的精神和做法相契合，如案例８。尽管如此，
这一解读却与多数裁判文书的观点相悖。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看待司法实践中

的一般做法。如果从数量多寡来看，案例８无疑是少数，但研究者是否要因为其数量较少而
降低对其的重视？以经释明不变更诉讼请求的处理方法为例，多数裁判文书裁定驳回起

诉，〔７３〕少数裁判文书选择判决驳回诉讼请求，〔７４〕但这是否说明一般做法具有正当性？通

过对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和第１２４条进行体系解释，当事人关于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
力的主张与法官的认定不同，并不影响起诉条件的满足，而是落入实体审理范畴，显然应

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仅如此，当我们区分裁判文书中的一般做法和例外做法时，还不

得不面对尖锐的质疑，即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且裁判文书撰写尚有诸多不足的背景下，何

以分析得出裁判文书中的法律见解。法院选择裁定驳回起诉，是否就意味着其将法律关系

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归入了程序问题，抑或主要顾及当事人的另诉权极易被后诉否定的现

实？这种担心也同样得到了本文的印证，如果不是当事人在案例６中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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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卫平：《诉讼体制或模式转型的现实与前景分析》，《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４页。
如王高平与海南博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 （２０１６）
最高法民终５２号；中铁物资集团兰州有限公司与上海安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州宏力置业有限公司、郑碧
秀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终４８８号；南京羽舜实业有限公司与北京
祥胜明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沈志坚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申诉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抗字第１４－１号；陈俊峰、张立平与营口丽湖地产有限公司、营口河海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终２３４号；郑松与余拼、北海海拓投资咨询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再审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申 １２３４
号。这也是 “民间借贷规定”第２４条第１款第２句的明确要求。
如丹东科漫材料有限公司与丹东玉龙镁业有限公司、田玉海买卖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１８２５号。



院查明的二审卷宗内容或许并不会显示在裁判文书中，从而会使预备合并表现为 “无中生

有”的变更释明。

　　尽管存在上述风险与不足，借助案例开展研究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研究趋势。在民事
诉讼法学研究中，笔者认为更应强调以当事人主义为标准对相关案例加以批判和筛选，在

现有规范的最大文义范围内实现法解释学范畴的诉讼体制转型。在此基础上析出无法通过

法律解释完成的转型作业，为我国今后的民事诉讼法修订准备明确和具体的建议与方案。

就此而言，本文只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文书为材料，通过对 “证据规定”第 ３５条第
１款进行解释，尝试在局部贯彻和实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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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