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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公正与效率”是新时代司法制度改革的主题。为实现公正与效率，1999

年 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进一步要求在民事诉讼中

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001 年 12 月 21 日 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由此确立了我国举证时限制度，标志着我国“证据随时

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该规定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

对于实现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章。 

本文第一章从举证时限制度的含义出发，分析制度的构成及价值，指出

保障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与公正及提高诉讼效率是举证时限制度所

要实现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同时，比较国外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指出国外

设立举证时限制度是以相对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制度为前提，这是值得我国

借鉴之处。 

第二章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相关规定进行分析，结合作者在司法实践中

的体会，阐述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得失之处。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举证时

限制度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而且可以说是致命的缺陷，与其价值目标

发生偏离。其缺陷的根源在于缺乏庭前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缺乏相关必

备庭前准备程序制度的保障。 

第三章从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和自由处分原则出发，对“答

辩”和“举证”行为定位为“义务”，尊重当事人民事私权的自由处分，提出

建立强制答辩制度、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等符合我国国情而又可行的具体制度

设立构想，保障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目标的实现，真正实现“公正与效率”。 

关 键 词：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举证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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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Equity and efficiency” are the theme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restructuring 

in the new epoch.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the Supreme Court 

issued 《the program for the court reformation in five years》 in 1999. It claimed to 

strengthen the onus probandi for the parties in the civil actions ulteriorly. The 

Supreme Court issued 《Some Provisions on the Evidences in Civil Action》on 

December 21st, in 2001. It establishes the system of time limit for quotations, and 

symbo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 bringing forward the evidences 

momentarily” to “bringing forward the evidences timely”. This regulation 

strengthens the quotation for the parties. It’s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to realize 

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civil justice and perfect the civil procedural system. 

The text includes three chapters, except for the foreword and the conclusion. 

Chapter one begins with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time limit for 

quotations and analyzes the structure and the value of the system. It points out that 

it’s the aim and value of the system to ensure the equity of the parties in the civil 

actions and improve the procedural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it compares the 

foreign legislations for the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at they are based on the 

relatively perfect procedure before the trials. It’s worthy for our reference. 

Chapter two analyses the regulations on the system of time limit for 

quot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writer’s experience in legal practice. It also 

expatiate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system. Hereon it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ystem that can’t be ignored. These limitations can be fatal and 

acentric from the value of the system. Lack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essentially relative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trials lead to the limitations. 

Chapter three begins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and disposal at liberty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orients the “ replies” and “quotations” towards 

“obligations”. And it suggests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compulsive rep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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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之完善  

evidence exchange before trials, which accord with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defer to the private rights for the parties to dispose at liberty. It ensur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system and “equity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civil actions；the system of evidence,；the time limit for 

qu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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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证据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础，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重要组成部份。

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制度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传统的诉讼法理论奉行“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诉讼活动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这一理念的支配下，

我国将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定位为“恢复案件客观真实”。在这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举证时间没有作任何限制，当事人在诉

讼的任何阶段均可提出证据，甚至在诉讼终结仍有权提出证据而引起再审，

当事人的举证实行随时提出主义。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在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发挥了其所特有的功能，为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起到积极的作用。近年

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事领域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建立及不断完善，新的时代对诉讼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以来，

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证据制度的内在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当事人随时提

出证据的传统做法，导致一些案件难以在审理期限内审结，严重影响了法律

实施的效果和法院的威信。① 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新世纪之初进一步指

出：“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 21 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

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②“公正与效率”成为了现代司法制度改

革的主题。 

1999 年 10 月 20 日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指出：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要进一步完善举证制度，除继续坚持主张权利的当

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外，建立举证时限制度，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

前交换证据制度，完善人民法院收集证据制度，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质

证活动。我国审判方式改革以证据制度为切入点，首先完善举证责任制度，

                                                        
① 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242. 
② 肖扬.公正与效率：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J].人民司法，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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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之完善  2 

在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上，大胆进行了举证时限制度的改革，全

国各地法院根据司法实践制定举证时限制度的指导意见，为举证时限制度的

确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2001 年 12 月 21 日， 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并于 2002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证据规定》提出了证据失权制度，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对解决

我国证据制度的瓶颈问题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标志着我国从证据随时提

出主义到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证据规定》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

制度的缺陷，对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应该肯定，《证据规定》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在两年多的实施过

程中，也发现其本身具有不容忽视的缺陷，使其公正与效率的价值无法得到

实现，甚至导致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平等。整个司法制度犹如一部构造

精密的机器，任何局部的改革必然引发相关领域配套改革的要求。①民事诉讼

举证时限制度的改革，必然引发相关制度的改革要求，甚至举证时限制度的

改革，必然要以某一相关制度如强制答辩制度的改革为前提。否则，举证时

限制度将无法达到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使改革归于失败。《证据规定》所

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及其实施所应具备的如强制答辩制

度的不完善，致使举证时限制度的功能作用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至在司

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产生质疑。

本文试图从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出发，比较中外举证时限制度，分析我国举

证时限制度得失之处，提出实现举证时限制度价值的完善构想。

                                                        
① 齐树洁.论我国民事上诉制度之重构[A].张卫平.民事程序法研究[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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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举证时限制度概述 

 

一、举证时限制度含义与构成 

（一）含义 

    当前，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举证时限的涵义有多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举证时限是指当事人向法院履行提供证据责任的期间。第二种观点认为，举

证时限是举证责任中的及时举证的要求，它是内含于举证责任中的概念，是

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统一。第三种观点认为，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

的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否则逾期将产生证据失效法

律后果的期间。第四种观点认为，举证时限是指法院限定当事人提供部分证

据的时间。第五种观点认为，举证时限是指特定期限内当事人向法院或向对

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否则逾期将产生相应责任的时限。①以上的观点基本上

将举证时限界定为期间，没有将举证时限含义从制度的层面上给予分析和界

定。 

对于制度层面上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

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依

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的期间制度。它

包括期限和后果两层含义。②有学者认为，所谓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

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逾期

不提出证据的，将承担证据失权的不利后果。③ 

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定义，首先应当明确主体范围。“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是以上制度定义所界定的主体范围，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那对

某一事实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是否产生失效或失权的

                                                        
① 毕玉谦.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332-333. 
② 蒋新华.论设立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及其构想[A].曹建明.诉讼证据制度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

出版社,2001.539. 
③ 黄松有.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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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之完善  4 

后果呢？不论其举证是基于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识错误，或是基于对证据的

证明效力的认识错误。例如，原告杨某诉被告某医院医疗事故纠纷一案，原

告因事故纠纷请求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处理，并委托事故技术鉴定。2003 年 3

月 6 日鉴定结论作出并达送，结论“不属医疗事故”因双方调解未果，2003

年 4 月 12 日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调解终结通知，并告知可向人民法院起诉。2004

年 6 月原告诉至法院并要求再次鉴定。被告答辩：再次鉴定应在收到鉴定书

之日起 15 天内提出，而且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在指定举证期限届满后，

被告向法院请求提交一份卫生行政部门证明。证明内容如下：“杨某于 2003

年 3 月 6 日收到鉴定书后，直至 2003 年 8 月 14 日到本局要求委托再次鉴定。

因己超过 15 日，为此我局不接收。”笔者认为，该证明不属新的证据，反而

却证实了原告诉讼时效中断。对时效中断不负举证责任的被告认识错误进行

举证，这是否适用举证时限制度？ 

对此，有学者认为举证时限是指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期限，逾期限则须承

担相应的不利后果。①该主体界定似乎有其内在的含义。笔者认为，举证时限

制度的主体范围应当是“当事人”，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

不论对哪方有利，都产生失权后果。《证据规定》第 33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

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该规定也将主体范围界定为“当事人”，而非“负有举证

责任的当事人”。 

在举证时限制度定义中，对逾期提供证据材料所产生后果的界定，一种

观点认为是“产生失效的后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产生失权的后果”。失

权是原有权利的丧失，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

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②证据失权指的是证据提出权或

证明权的丧失。作为当事人实体权利保障手段的证明权等诉讼权利，其失权

                                                        
① 江伟,孙邦清.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A].江伟.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3.22. 
② 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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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举证时限制度概述  5

将很可能导致实体权利不能实现，从而使实体权利间接失权。①失权是诉讼权

利的丧失，是当事人举证权利的丧失。然而，失效是指举证行为不发生有效

的法律效力，但当事人举证的权利仍然存在。失效并不丧失诉讼权利，只是

权利的行使无法达到预期的有效法律后果。可见，失权比失效产生更为严历

的后果。根据《证据规定》第 33 条规定，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对逾期提供

证据材料，将产生的后果是诉讼权利的放弃，亦即举证权利的丧失，产生的

是失权后果。 

目前，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证据失权己基本取得共识，并成

为较普遍的证据规则。②同时，各国在证据失权基础上，也确立了失权例外免

责条件。失权例外免责条件各国都遵循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正与效率原则。

国外一般采用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以及不致诉讼延迟，作为失权例外免责条件。

我国《证据规定》采纳了各国的通常做法，提出了新的证据或视为新的证据

以及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作为失权例外免责条件。为此，举证时限制度应包

含失权例外免责条件的含义内容。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在法

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材料，逾期提出的，除有正当理由且不

致诉讼延迟外，则应承担举证权利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制度。 

（二）构成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由举证时限制度主体、举证期限、逾期失权后果、失

权例外免责条件等内容构成。 

1．举证时限制度主体。指诉讼当事人，包括参加诉讼第三人。诉讼当事

人提出证据材料，提交的对方主体，国外如英美法系国家立法，要求除向法

院提交外，更重要一个特点是应向对方诉讼当事人包括第三人提交。而在我

国举证时限制度中，仅要求诉讼当事人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交，而没有要求

                                                        
① 江伟,孙邦清.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A].江伟.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3.22. 
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用能力”轮训指导小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用能力培训

读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60.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论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之完善  6 

向对方当事人包括第三人提交或开示义务。 

2．举证期限。分为法定期限、指定期限、协商期限。法定期限是指由法

律直接规定的举证期限，如我国《证据规定》第 42 条规定，一审、二审程序

中新的证据的提出期限为“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第 44 条第 2 款规定，

再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提出期限为“申请再审时”。指定期限是指由法官依职

权指定一定时间作为举证的期限，如我国《证据规定》第 33 条第 3 款规定，

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 30 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

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协商期限是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

确定并经法院认可的期限，如我国《证据规定》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举证期

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 

3．逾期失权后果。举证行为性质的定位往往不仅在于权利属性，而且还

具有负担或责任属性。①作为一个完整的责任概念，应包含违反义务所应承担

的后果。证据失权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是对举证责任的规范和约束。②举

证期限的确立，如缺乏相应的违反制裁措施，则制度的约束及所要达到的价

值目标就无法实现。我国《证据规定》对逾期提交的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法院将不组织质证，除对方当事同意质证的除外。该规定明确了失权后果，

标志着我国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转变的里程碑。目前，世界多

数国家都采用了严苛的失权制度，只是各国所采用的失权例外免责条件有所

不同而己。 

4．失权例外免责条件。指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不产生失权的后果所应

具备的条件。国外一般采用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以及不致延迟诉讼，作为失权

例外免责条件，我国《证据规定》采用因客观原因或对方放弃权利作为失权

例外免责条件。 

 

                                                        
① 罗玉珍,高委.民事证明制度与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41. 
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用能力”轮训指导小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用能力培训

读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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