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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诉论》一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史庆华 诉讼是司法活动中

的重要内容，也是律师执业的最主要业务，诉讼的输赢成败

是律师执业中的兵家常事，败诉几乎是每个律师都会碰到的

事情，对于败诉人们无需讳言，但败诉毕竟是令人尴尬的事

情，因此探讨败诉的成因规律，总结避免、预防和克服败诉

的经验，是每个执业律师都在思考的问题，而即将由中国公

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败诉论理论探究与实例解析》作为诉

讼实践个中人律师的真实体验及其理论概括，为人们的疑问

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全书在内容上分为引言篇、理论篇

和实例篇三部分。引言篇主要从诉讼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哲学

认识论的角度以及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败诉现象，诉讼的

结果并非绝对客观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诉讼主体的能

动选择有关，败诉也非完全客观决定，有些完全可以避免、

克服和挽回。败诉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败诉并非只有消极

意义，如同胜诉一样对法制进步同样具有推动意义。理论篇

则运用法理学、法解释学和诉讼法学的知识对败诉这一法律

实践现象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作者首先界定了败诉的概

念，然后从证据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三方面分析了败诉的成

因，并从律师的角度对败诉的预防、克服和挽回作了较细致

的总结、提炼。实例篇则精心选取了十四个真实的败诉案例

，运用前面的败诉理论，以案说理，揭示了实践中败诉的原

因及预防策略。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立意新颖，见解独到。诉讼活动是重要的司法活动，

败诉是每个律师都可能遇到的尴尬的事情，正因其尴尬，多

数律师都讳而不言，自然对败诉的原因、预防、克服等等知

识也就“秘而不宣”，而这毫不利于诉讼的成功和法制的进

步。该书直面这一令律师尴尬的败诉现象，综合运用法理学

、法社会学、法解释学及法律推理等知识对败诉的哲学基础

、现实成因和预防策略等作了细致的分析，很多内容都是新

鲜的、独创的，填补了我们在这方面知识的空白。 第二，理

论联系实际，现实性强。法学本质上是实践之学，法学理论

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该书理论篇和实践篇紧密结合，

理论篇既有哲学的思辩又有实践经验的归纳，实践篇既是对

理论篇知识的运用又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案例指导。例如在

分析败诉的证据法原因时，既借鉴了国外的理论知识又结合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以

该规定为基础对败诉的证据法成因：举证责任、证据收集、

举证时限、证据保全、证据交换、质证、认证等作了全面的

分析，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

布不久，人们还不太了解，而以其为根据进行论说不仅显示

了作者深厚的法学根底，对人们们理解这一最新的法律规定

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案例真实，意义重大。不同于

中国法学研究者以案释法型的的案例分析，也不同于法院编

著的展现法院审理裁判思路的案例汇编，也不同于一些律师

写的办案体会型的案例选编，该书对案例的选取和分析都特

色鲜明。案例都是经过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的真实案例，这

就保持了案例的原汁原味；而对案例的评析并没有着眼于理

论的概括而着重于展现真实的诉讼过程，可以说真正是诉讼



过程“原生态”式的体现，是活着的司法智慧，而这些都是

无法在一般的法律书籍或法学课堂中得到的，而只能是在法

律实践总结出的经验。而这些案例对于律师诉讼活动无疑起

者极有价值的指导意义，但它的价值绝非仅仅对于律师。它

对中国的法律教育改革也具有帮助作用。人们对法学的实践

品格逐渐达成了共识，而在法学教学中增强实务色彩是法学

界的共识，但实践中的案例教学苦于没有合适的案例通常式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案例教学变异为“举例教学”，完

全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召唤着实践中的案例资源。而本书

的案例恰恰可以起到提供案例资源的作用，当然仅仅十四个

案例远远不能满足法学教学的要求，但却为更多的律师将所

办案例写出来提供了榜样和范本。 本书作者之一钱卫清曾经

在法院工作二十余年，具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从事律师

工作后接办了涉及金融、证券、房地产、公司等百余起境内

外一审、二审大案，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而更难能可贵的

是其对学术的永远追求和热爱，最近出版的《国有企业改制

法律方法研究》和《反败为胜》就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都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身为律师和法官的两种背景，使其

学问见解都渗透了经验的色彩、实践的色彩、也更本土的色

彩，而这也是本书值得推荐的重要一点，因为她是对我国法

学研究、法制建设的独特贡献。 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国的目标

，在没有法治传统的我国建设法治国面临很多的困难，而很

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法律知识的积累不足。虽然因司法

改革的推动，人们对司法的认识逐渐深入，关于司法的知识

在中国逐渐多了起来，但更多的司法知识是关于法官活动的

知识，而同为司法活动一极的律师活动的知识则少得可怜，



而且还多是译介品，“本土”的知识更是少之又少。在法学

界自从苏力《法治的本土资源》出版后，在法学界刮起了一

种寻求“法治的本土资源”的旋风，而真正掌握“法治本土

资源”的人应该是法治的实践者们法官、律师、检察官等。

因此该书以中国律师真实的司法经历为背景，从司法活动的

经验出发总结、提炼律师司法活动的知识，揭示律师司法活

动的规律，增加了我们法律知识的存量，为我国法治建设提

供了有用的“本土资源”，而非仅仅对律师们避免败诉提供

一些策略和技巧。而这些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又不同于书斋

里的玄想得出的知识，它是法治实践的主体律师们的亲身体

会并加以理论淬炼后形成的，它是活生生的司法智慧，它是

归纳的而非建构出来的，它是经验主义的而非唯理主义的，

它是实用主义的而非空谈主义的，它合乎法学的实践性品格

，对法律实践有着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说苏力《送法下乡

》总结了中国基层法院的司法知识、技术，是一种真正的本

土的知识，那么该书也可以看作是对律师司法知识、技术的

一个总结，虽然它仅仅是律师活动中诉讼知识的总结，远非

律师活动的全部，但法律的知识正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成的，

法治的大厦也正是由一砖一瓦累积而成的。 本书的理论也许

还有些稚嫩，对司法经验的总结提炼也许还不够抽象，但它

是法律人中一个重要群体律师对自身司法经验的总结，是活

生生的司法智慧，它构成了我们法治的“本土资源”，而这

正是律师界对我国法制建设、法学研究的一个贡献。当然，

希望这样的贡献越来越多。(《败诉论》一书由钱卫清、张诗

伟主编，已于2002年10月由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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