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事訴訟之程序權保障：以通常訴訟程序

當事人之程序權為中心 

許士宦* 

ҹ摘要Һ 

民事訴訟法於 1999年至 2003年全面修正中，就訴訟程序所為重大改革

之一係強化當事人之程序主體權Ȅ就事前之程序保障而言，既充實陳述權ȃ

證明權及資訊權等辯論權，又擴大訴變更ȃ追加權及反訴權等合併審判權Ȅ

為實質保障此等程序權，並加重法官之闡明義務，在一定情形要求其表明法

律見解ȃ公開心證，或課以曉諭訴變更ȃ追加及反訴之義務，以利當事人平

衡追求實體利益與程序利益，防止ี生突襲及突襲性裁判Ȅ為便利兩造平衡

追求上述利益，進而賦予各種程序選擇權，使其在審理原則ȃ實體內容及紛

爭解決方式等方面得合意形成審判程序及審判內容，更加實質參與形成訴訟

程序，甚至自主ȃ自律性處理ȃ解決紛爭，而未必依法律本身或法院裁判所

示之他律性者Ȅ就事後之程序保障而言，當事人對於基準時前已存在事證ȃ

法律關係之辯論權，無論係因可歸責於法院或他造之事由致其不得行使，或

其已行使而法院竟漏未斟酌判斷，均得據以對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當事

人對於基準時後實際ี生之事實，若其異於確定判決所預測者，致尚未實現

之判決內容因此情事變更而顯失公平，亦得據以提起變更該判決之訴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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