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增设涉港澳台民事诉讼建议增设涉港澳台民事诉讼
特别规则特别规则

2022 年 9 月 19 日，全国政协举行了一
场题为“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的专家协商会，汤维建作了“修改民
事诉讼法，增设涉港澳台民事诉讼特别规
则”的发言。他说，“我国作为一个多法域
的单一制国家，现存并将长期存在的四法域
（两岸暨港澳地区） 格局使得区际法律冲突
问题日益凸显。将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诉
讼程序简单地准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诉讼程
序会带来很多问题，无法体现涉港澳台民商
事案件解决上的特殊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通
过的相关司法解释、协议安排等规范性文件
不够全面，也不够细致，且法规范效力位阶
相对较低。这种法律滞后性已严重束缚法院
审理相关案件的审判质效，也不符合新时代
司法工作的发展需求。在已列入立法规划的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建议增加‘涉港澳台
民事诉讼特别规则’专编。”

最高法与会负责人现场回应，“汤维建
委员提出的修改民事诉讼法增设涉港澳台民
事诉讼特别规则的建议，最高法认为在必要
性、可行性和紧迫性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有利于充分彰显‘一国两制’的制度优
势，有利于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
制’之利，能够让港澳台同胞真切地感受到

‘一国’之内更紧密、更高效、更便捷的诉
讼规则。汤委员的这个建议意义重大，希望
利用全国政协这个平台能够积极推动全国人
大修法接受该建议。”

这次发言之所以能够产生积极良好的效
果，除立足专业精准外，前期汤维建还进行
了各种形式的深入调研，并于2022年 9月 6
日、7日连续参加全国政协举办的四场专家
调研会，就建立与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多元纠
纷解决机制交流了不少意见，最终形成了这
项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三届委员两获政协全国委员会三届委员两获政协全国委员会
优秀提案奖优秀提案奖

连续履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5年提交
96 件提案、两件提案分获两届全国政协优
秀提案奖、两次在人民大会堂作大会发言
……这一连串数字蕴含着极高的含金量，是

汤维建利用专业优势围绕完善我国法治建设履
职的亮丽成绩单。

第一次获得优秀提案奖的提案，是汤维建
2017年两会期间提交的《尽快出台<快递条例>、
完善快递纠纷解决机制》，说起这个提案还有一
段故事。

2015 年下半年，汤维建接到全国政协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的通知，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
第4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内容是针对2015年
11 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 《快递条例 （征求
意见稿）》提出修改意见。

相比前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如
“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等，此次会议
的议题汤维建并不熟悉。后来他了解到，
2015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占到全球的 40%，
持续稳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暴力分拣、
快递变慢送、包裹丢失等问题也成为困扰快递
业发展的痼疾。汤维建选定了发言角度：如何
在快递条例中充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使他们既能便捷地寻求纠纷的公正解决，
又能节省维权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尤其是如何
防患于未然，减少快递纠纷的发生。

汤维建开始广泛收集材料，同时向对该领
域有研究的同行、快递专业人士请教，并全程
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实地调研及专门为此召
开的会前交流座谈会。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
备，汤维建数易其稿，最终他的精彩发言得到
了与会领导、专家和委员的肯定。

针对快递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导致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汤维建提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应当将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文本向邮政管理
部门备案”；快递纠纷解决机制原征求意见稿
中仅有“向快递企业投诉”这一个渠道，没有
提到向行政机关申诉和向人民法院起诉，他提
出了“建立投诉、申诉、仲裁、起诉‘四位一
体’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快递企业的
法律责任，原稿中仅提及“行政责任”，汤维
建认为，应当完善快递行业的法律责任制度，
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建议增
加规定惩罚性赔偿以及黑名单制度。

双周协商座谈会后，汤维建将会上的发言
稿修改完善，于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
该提案。2017年 7月 24日，国务院法制办发
布修订后的 《快递条例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
稿）》，汤维建的建议几乎都被采纳。同年 9
月6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名
单公布，该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并受到大会
表彰。这是汤维建第一次获此奖项。

第二次获奖的提案和民法典有关。2020
年 5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通过了被称为“人民生活百科全书”
的民法典。汤维建敏锐地意识到，以民法典的
有效实施为核心，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助推检
察机关能动检察是一个“1+1>2”的提案素
材。为此，他专门到最高检进行调研，参加了
有关研讨会和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于 2020年
两会上提交的《关于加强检察监督职能，保障
<民法典>顺利实施的提案》。

汤维建认为，检察机关要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视野来审查认定民事法律关系，发现
有违反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审判活动，应当
履行监督职责；保障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典上
的正确适用，遏制虚假诉讼是检察机关义不容
辞的职责所系；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
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这一绿色原则的确立既是我国民法典的
一次创新，也是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建议检
察机关扩大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助力民
法典绿色原则的实现；以民事责任追究为抓
手，依法全面追究生态环境直接责任者以及其
他相关人的法律责任，依法履行好法律监督的
职责；在家事诉讼中，建议检察机关对离婚诉
讼等家事案件进行监督时，应当依职权主动审
查案件的进行和结果是否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利。

时隔不久，最高检专门打电话同汤维建沟
通，对提案给予高度肯定，认为非常及时。
2022年 9月 20日，该提案荣获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奖。这是汤维建第二次获
此殊荣。

推动完善企业破产法和推动完善企业破产法和
个人破产法立法进程个人破产法立法进程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常态。如今，听到企业破产是很平常的
事，然而在20世纪 80年代，公有制企业破产
却是“石破天惊”的改革“地震”。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郑重宣布：决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
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

铁饭碗真的打破了，这是破天荒头一遭！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
的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破产第
一例！

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汤维建对破产
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博士论文遂以“中国破
产立法研究”为题，这是新中国第一篇关于破
产法方面的博士论文。自此，他对中国破产法
治建设和完善的关注就没有停止过。

作为立法起草小组成员，汤维建全程参与
了 200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工作。成
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汤维建又提交了不少关于
完善我国破产法的提案：2012 年 《关于建立
政府财政援助机制，保障<企业破产法>顺利
实施的提案》，2018年 《关于修改<企业破产
法>，建立国家公权力强制破产制度的提
案》，2022年 《关于成立全国统一的破产管理
署的提案》《关于赋予检察机关破产程序启动
权的提案》《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对破产案件进
行法律监督的提案》等。

此外，汤维建还非常关注个人破产立法这
一议题。1995 年读博期间他就发表了 《关于
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想》一文，在学术
界最早系统地提出个人破产立法建议。2009
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提交了《关于制定
<个人破产法>的提案》，此后又多次提交提案
呼吁我国制定个人破产法。2019年2月，最高
法发布《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其中提出“研究推动建立个
人破产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着力解决针对个
人的执行不能案件”。2020年 6月，深圳市发
布了我国第一部关于个人破产的地方立法《深
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目前，企业破产法的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
大修法规划，其中包括个人破产制度的内容。

推动检察监督和公益诉推动检察监督和公益诉
讼的立法进程与制度完善讼的立法进程与制度完善

如何才能做到长期产出高质量提案？提案
的灵感又从何而来？

“提案需要灵感，而灵感来自实践与理论
的来回碰撞。”汤维建说，“我关注的领域基本
都是围绕‘法治中国’建设的，在人民性、法
治性和前瞻性上做文章。”

2009年至 2013年，汤维建在最高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挂职副厅长 4年半时间，
这段经历为他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方
面鼓与呼积淀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汤维建的挂职可谓“恰逢其时”。2009
年，全国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召开，
吹响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号角。最高检和最
高法根据司法改革的要求和实践之需，于
2011年 3月 10日会签了两个文件，强化和完
善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制度，并开启
了执行检察监督的“破冰之旅”。汤维建全程
参与讨论起草这两个司法解释，从理论角度、
发展视角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提出
诸多意见。与此同时，汤维建还以专家学者和
最高检修法代表的双重身份参与了 2012年民
事诉讼法的修改，为检察机关全面监督原则入
法建言献策。

汤维建在实践中发现，长期以来，检察机
关有着明显的“重刑轻民”的倾向，也就是
说，检察机关重视刑事案件的监督，而对民事
和行政诉讼案件监督不够。据此，他即开始呼
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刑民并重”，将
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从机构的
一统化状态改变过来，分别进行机构与人员建
设。该意见和相关提案对 2019年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的修改以及随后最高检提出的“四大检
察 （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内设机
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益诉讼是汤维建近年来较为关注的司法
领域的又一话题。

1997 年前后，在国有企业转制和体制改
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当年
5月，河南南阳市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反映
方城县独树镇工商所将价值 6 万余元的门面
房，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私人。这给当时的
法律带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难题：根据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只有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才能作为诉讼中的原告，而恶意串通的双方当
事人自然不会去提起诉讼，举报的群众代表也
无权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也没有被授权提出此
类诉讼，问题陷入僵局。此时，方城县检察院
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原告身份代表
国家起诉该县工商局擅自出让房产致使国有资
产流失。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检察院胜诉，确定
房产买卖合同无效，维护了国家利益。

这就是我国的“公益诉讼第一案”，该案
给汤维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公益诉讼
进入了他的重点研究领域。

2008 年全国两会期间，汤维建在提案中
首次提出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之后，他一直
在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创建奔走呼吁。2008
年，汤维建向民革中央提交了《关于建立我国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民革中
央收到后高度重视，于 2009年两会期间作为
党派提案提交，该提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当年，汤维建因此荣获民革中央颁发的优

秀提案素材奖。此后，汤维建又发表了不少关
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文章。如《检察机
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势在必行》《论检察机关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等。通过这些文章，探讨
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比较法上
的借鉴、检察公益诉讼的实现形式等问题，并
提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制定公益诉讼法、明确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建立民事公诉人制度等具
体立法建议。2012 年全国两会上，汤维建提
交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公益诉
讼制度的提案》。

2017 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
修改增设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后，汤
维建又开始跟踪研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的建设和完善进程，相继提交了多份相关提
案，如 《制定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法》《建立全
国统一的环境公益鉴定机构》《修改刑事诉讼
法，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等，这
些提案是 2008年两会提案的发展和延续，推
动了公益诉讼的立法进程及制度完善。

司法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司法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15年来，汤维建以他
精准的专业优势，围绕法治中国建设参政议政
成就斐然。他撰写的 《制定统一的<民事调解
法>，完善调解机构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提
案》，对人民调解法的修改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关于制定<人民检察院监督法>的提
案》，助推我国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2010年
两会，汤维建提交的 《关于制定<人民陪审员
法>，实行二元化陪审制度的提案》，被全国
人大采纳。2018年4月，全国人大制定通过了
人民陪审员法；2011 年两会提交了 《关于单
独制定<强制执行法>的提案》，目前该法已被
立法机关列入议事日程；2013年两会的《关于
创设巡回法院，强化统一司法的提案》，为推动
最高法巡回法庭改革和创建起到了预热作用；
2014年两会的《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加
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的提
案》建议，被2018年10月26日修改通过的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采纳；《关于完善司法拍卖制
度，确保司法公正的建议》提案中，汤维建提出

“建立统一的司法拍卖平台”等建议被2016年8
月2日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网
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吸收；《关于完善
司法鉴定制度，严惩司法掮客的建议》《关于制
定<司法鉴定法>、加快推动司法鉴定法治化进
程的建议》和《关于构建我国统一司法鉴定体制
的建议》，被2017年通过的《关于健全统一司法
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采纳。

汤维建还积极参加全国政协“学习民法
典”“法治中国”等读书群，就民法典基本知
识、对新中国司法建设 7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进行近万字的导读，委员们反响热烈。2022
年 1月，汤维建被评为“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积
极分子”。

作为一名民主党派的成员，汤维建也取得
了骄人成绩。2015 年，民革中央办公厅致函
中国人民大学，表彰汤维建在参政议政工作方
面 作 出 突 出 贡 献 。 2019 年 ， 汤 维 建 荣 获

“2019 年首都劳动奖章”荣誉称号。这一年，
汤维建还获得首届“民革榜样人物”称号。表
彰词是这样写的：“他是法治中国的推动者；
他长期从事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参与破产法和多部法律的修改制定和多部
司法解释的论证工作，为推动民事诉讼制度完
善、社会文明立法、两岸司法互助等作出了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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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司法环境尚不够优化，人民群众打官司不仅要依法缴纳各种显性的费用，同时还要花费各种隐
形的费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到法院打官司，理应不致因经济上的考虑而望讼却步，更不该
因为最终走上公堂而倾家荡产……”话音刚落，人民大会堂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是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首次作题为
《坚持司法为民，努力破解诉讼贵》大会发言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汤维建记忆犹新。

汤维建1986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法律系，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博学位，是新中国第一批民事诉讼
法学两名博士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民事诉讼法学博士后。在经年累月的专业实践中，汤维建对于

“法”的研究已是深入骨髓。采访中，记者多次提到，希望他能多讲讲自己履职的感人经历，他却微笑着
说，“推动法治进程本身就很有故事性。”他耐心地讲程序法、破产法、公益诉讼法、强制执行法、人民陪审
员法……在他的心中，发挥专业所长履职，助推法治中国建设就是最动听的故事，也是他最愿意讲、最擅
长讲的故事。

汤维建一直说，“要以自己的专业为核心开展社会工作，尽量避免到冷僻的领域说外行话”“法律关乎
人民诉求，来不得半点马虎，要讲究精品，作为法律专业的政协委员有义务有责任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应
有的智慧和力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汤维建：
全国政协委员，

民革中央常委、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中国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最
高人民法院特邀监
督员、最高人民检察
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

发挥专业优势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访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获得者汤维建

本报记者 徐艳红

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左二左二））与学生合影与学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