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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事虚假诉讼案件，此类案件主要存

在于民商事领域的商业贸易往来纠纷中。虚假诉讼这一法律现象的出现，对社会公众信任体系、法院生

效裁判权威及案外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都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通过创设如第三

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等制度为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受损提供了程序救济的方式和途径。

2015年修订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将社会危害较为严重的民事虚假诉讼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但即便

如此，案外第三人也很难通过法律创设的权利保护制度来维护自身的的合法权益。因此，鉴于民事虚假

诉讼中案外第三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充分，制度措施还不够完善，研究分析民事虚假诉讼的成因并提出解

决办法就显得尤为必要，依法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体现法律的正当性、公正性，切实维护法院

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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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 large number of civil false liti-
gation cases have appeared in judicial practice, which mainly exists in the commercial trade dis-
putes in the field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The appearance of false litigation, a legal pheno-
menon, has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ublic trust system, the effective authority of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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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outside the case.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provides procedural remedies for the damage of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by creating such systems as the action of the third party revocation and the action of 
the opposition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case. The Nin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revised in 
2015, for the first time included civil false litigation with serious social harm into the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But even so,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third party outside the case to safeguard their legiti-
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rough the right protection system created by law.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third party outside the case in civil false litigation 
and the imperfect system measures,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civil false litigation and propose solutions,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outside the case according to law to reflect the legitimacy and fairness of the law, and effec-
tively maintain the autho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effective judgment of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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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事虚假诉讼的基础理论 

民事虚假诉讼作为现代社会常见的一种法律现象，要想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就必须要着

眼于这一法律现象产生的现实背景、基本内涵，产生原因以及区别于其他法律现象的基本特征。全面综

合地认识民事虚假诉讼，加强我国对民事虚假诉讼的治理，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势在必行，为后

续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法律措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1.1. 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 

2016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 68 号，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上

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 1。作为“全国虚假诉讼第一案”，其给全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

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打击治理民事虚假诉讼案件的力度也随之加大。虽然该案在我国

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研究民事虚假诉讼的热潮。但到目前为止，

民事虚假诉讼的基本内涵为何？法学理论研究中所使用的法律术语也不尽相同，如使用虚假诉讼、恶意

诉讼、民事虚假诉讼、诉讼欺诈等法律术语，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在司法实务中也没有形成统一认知。

因而，有人认为“虚假(恶意)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没有正当的理由和根据，而采用虚构诉讼主体、法律事

实，或者伪造证据等手段，提起并参加民事诉讼，致使法院做出错误民事裁判，以达到损害其他民事主

体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1]。也有人认为，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虚

假的证据，提起民事诉讼，破坏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促使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或裁定，使自己或者他

人达到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2]。诚然，以上学者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仅在不同的法律

术语中进行“概念纠缠”是否必要，值得商榷。民事虚假诉讼案件数量的上升，已然是我国目前法治领

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众多学者从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的不同角度和立场去分析研究民事虚假诉讼，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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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指导性案例发布的裁判要点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时，应当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详细询问当

事人，全面严格审查诉讼请求与相关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当事人诉讼中言行是否违背常理。经综合审查判断，当事人存

在虚构事实、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国家政策以谋取非法利益，进行虚假民事诉讼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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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新时代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民事虚假诉讼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实质上并无民事争议内容，而故意虚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来获得人民法院合法的生效法

律文书，据此得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民事虚假诉讼产生的行为方式，具体包括恶意串通、

捏造虚构事实和法律关系、隐瞒事实真相等方式。为便于行文表述，本文所说的民事虚假诉讼包括诉讼

欺诈、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等行为，对其不做专门区分。 

1.2. 民事虚假诉讼的特征 

当事人之所以会提起民事虚假诉讼，主要是为了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逃避执行或者为了规避行政

法规、逃避监管而虚构债务纠纷或物权纠纷，通过人民法院对民事虚假诉讼的审理，最后取得合法的生

效裁判文书。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象征或者标志。因此，民事虚假诉讼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

讼程序，也有其相应的重要特征。民事虚假诉讼主要特征有： 
其一，案件外观形式的合法性。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是民事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的主观目的，于诉讼

开始之前就“准备”好相关诉讼的证据材料，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期达到获得合法的生效法律文

书，据以申请强制执行的目的。但由于民事虚假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事先通谋，案外第三人一般情况下又

很难发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已在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中遭受侵害，而人民法院又很难发现本案中证据材料

以及当事人内心真意的虚假性，等到人民法院将本案审理完成，案件的外观形式符合法律程序，已经具

备合法性要件。 
其二，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关系紧密。民事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为了控制和降低诉讼难度，既要使

法官相信案件真实存在、证据充分，又要使诉讼结果符合预设期望，所以民事虚假诉讼当事人通常愿意

选择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的关联关系人，如亲朋好友、关联组织等作为民事虚假诉讼的另一方当事人。 
其三，民事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缺乏对抗性。民事虚假诉讼由于双方当事人事前通谋，又基于

同一目的，追求同一结果，缺乏实质的对抗性。而一般的民事诉讼就具有比较鲜明的对抗性，法庭上诉

讼双方当事人往往是针锋相对的，试图通过对抗式的辩论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此外，民事诉讼当

事人为了避免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漏洞，当事人往往不出庭，而是由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参与庭

审，而且多以自认方式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其四，诉讼程序简化。诉讼程序越简化，法官在诉讼中发现案件疑点的风险就越低，民事虚假诉讼

双方当事人为了尽快获得案件的审理结果，尽早申请强制执行，调解结案、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无疑是

他们最好的选择。 

1.3. 民事虚假诉讼的产生原因 

民事虚假诉讼案件之所以会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爆发，毫无疑问肯定是在政治、社会、经济

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究其本质，社会公众信任缺失和违法成本较低才是导致民事虚假诉

讼案件频发的主要诱因。 

1.3.1. 社会公众信任缺失 
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它是人们进行有序社会生活基本的法律理念和信

条，是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

会诚信却显得尤为缺乏，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正是由于意思自治原则的

滥用，导致民事虚假诉讼案件频发，在民商事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很难受到法律及时有效的约束，导致

社会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由于民商事贸易往来频繁，民事虚假诉讼发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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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更加严重。民事虚假诉讼当事人公然背离诚信原则，以恶意串通、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等行为方式作

为提起民事虚假诉讼的常用手段，据此获得人民法院合法的生效调解书、裁定书和判决书，极大地损害

了社会公众诚信和司法公信。因此，社会公众信任缺失是产生民事虚假诉讼案件的重要根源。 

1.3.2. 违法成本较低 
目前，我国对于民事虚假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制裁措施仍有较大的不足，更多的是依赖法官在诉讼过

程中及时发现案件疑点。由于民事虚假诉讼行为产生较为隐秘，证据材料也比较充分，不易被法官察觉，

导致民事虚假诉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被发现。即使法官发现虚假诉讼行为确实存在，一般情况下也

只是对相关当事人进行拘留、罚款。但是人民法院作出拘留或者罚款处罚决定的情形也是相对较少。 
为了更加有效规制民事领域多发的虚假诉讼，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于 2015 年正式出台，当中明

确规定了虚假诉讼罪，但因其入罪条件较高，这也就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民事虚假诉讼案件当事人

“逍遥法外”。违法成本较低，加上民事虚假诉讼所获利益较大，使得大多数当事人愿意选择这样一种

“冒险”方式，来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由此可见，违法成本较低也是一个的重要因素。 

2. 民事虚假诉讼中侵害案外第三人权利的分类 

尽管我国民事虚假诉讼案件数量日益增大，但其所属案件类型还是相对集中。从案外第三人权利内

容被侵害的角度分析，可以将之分为侵害案外第三人实体权利和侵害案外第三人程序权利两大类。 

2.1. 侵害案外第三人实体权利 

何谓“实体权利”？简言之就是民事主体本身就具有的事实上的权利，如人身权、物权、知识产权

等，属于第一性权利。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主要是表现侵害物权方面，如通过民事虚假诉讼取得

物权或者有权占有。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权利的真实状态表现一致，将很难导致

民事虚假诉讼的发生，也很难侵害案外第三人的民事实体权利，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事虚假诉讼的

双方当事人将很难虚构事实证据和法律关系来使法官信服。但在民事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权利的真实

状态表现不一致的情况下，民事虚假诉讼的当事人通过虚构的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据合同

等证据进行审理，使得当事人获得人民法院作出的合法的生效裁判文书，并据此申请强制执行。而案外

第三人由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丧失了对该案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有权占有，但其实体权利被侵害的事

实已然形成，只有通过事后法律所赋予的救济程来维护其合法权益。 

2.2. 侵害案外第三人程序权利 

案外第三人程序权利又称为案外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如起诉权、应诉权、上诉权等，属于第二性权

利。在民事虚假诉讼中，由于案外第三人对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事实毫不知情，导致其未能参加诉讼，

丧失了应诉的程序性权利。这项权利的丧失，只有通过之后的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

诉或者案外人申请再审等程序的启动来实现案外第三人的维权事宜。但是这些程序的启动都会有一个法

定期间的规定，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人民法院才会受理，超过了这个法定期间人民法院一般将不会受

理。而在司法实践中，案外第三人往往由于自身不知情的情况，导致错过了法定期间而走向权利无法得

到有效保护的窘况，这也是案外第三人实现维权目的的最大阻碍。 

3. 民事虚假诉讼中案外第三人的权利保护机制 

案外第三人的权利保护机制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已有明确规定，民事虚假诉讼案件中同样适用

该规定对案外第三人的权利进行保护。总体来说，我国民事虚假诉讼中案外第三人权利保护机制大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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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事前保护机制和事后保护机制。 

3.1. 案外第三人权利的事前保护机制 

诉讼参加制度，是指“在双方当事人因某争论客体进入到诉讼时，处分该客体可能损害到他方正当

利益或他方因该诉讼结果需承担某种义务，此时该关联方可以案外第三人的身份主动申请或者被动地由

法院通知参诉的制度”[3]。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标的物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

第三人就是指对标的物不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案外第三人亲自参加诉讼更有利于主张自己的权利

诉求，防止其因不知情而导致民事权利被侵害，帮助法官及时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正确裁决。由于

民事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诉讼双方当事人并不会通知案外第三人参加诉

讼，而法官也不易发现案件可能存在案外第三人的情况。 

3.2. 案外第三人权利的事后保护机制 

鉴于民事虚假诉讼中案外第三人权利的事前保护机制的固有局限性，探究民事虚假诉讼中案外第三

人权利的事后保护机制将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在司法实践中，案外第三人权利保护不充分一直

为人们所诟病。“无论是第三人主动申请抑或是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法官都不可过于积极查明是否有

关联第三方存在并依职权告知其是否涉诉”[4]。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

等事后保护机制就势必要发挥更大的保护作用，更加有利于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遏制民事虚假

诉讼蔓延的趋势。 

3.2.1. 申请再审 
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而该法第二百零六、第二百

三十四条两个法律条文在《民事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体系所处位置不同，其适用条件和具有的意义都会

有所不同。第二百零六条处于第二编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第二百三十四条处于第三编第十九章执

行程序的一般规定中。由此可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仅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则将申请再审的主体扩大至案外第三人的情形，前者立足于一般的民事再审

案件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后者旨在结合执行程序对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3.2.2. 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 
保护民事虚假诉讼中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执行异议。民事虚假诉讼中，案

外第三人在知道其合法权益遭受生效裁判文书的侵害时，可以径行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

法院审查后认为案外第三人主张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时裁定驳回申请，如其对人民法院的驳回裁定不服，

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可见，执行异议被驳回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先决条件。 

3.2.3. 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未能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有证据证明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错误，

损害其合法权益，向作出该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生效法律文书的制度。“从

主体上看，提起者与我国的第三人制度对等，适格的当事人包括对案涉标的有请求权的有独立请求权第

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5]。案外第三人由于不能归因于本人的事由导致未能参加诉讼，而诉讼结

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限制其合法权益。此外，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不能中止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

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和意义应当是多元的，在保障第三人实体权益和纠正错误裁判的同时，

还应兼顾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意义，使其在民事诉讼程序体系中发挥更全面的作用，也使防范恶意诉

讼、程序保障和纠纷解决诸种目的能够协调统一”[6]。“无救济则无权利”，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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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正是为了给案外第三人的权利救济提供一种有效途径，在民事虚假诉讼中案外第三人的权利保护自

然也不例外。 

4. 结语 

诚然，我国的社会公众信任、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以及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都因民事虚假诉讼的存

在而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更有效的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遏制民事虚假诉讼行为的蔓

延应是当前亟需解决重要问题之一，以期修复和填补遗失的社会公众信任和司法公信力。民事虚假诉讼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实现，为案外第三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维护社会经济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虽然我国法律制度层面对案外第三人的保护已有部分规定，但仍不完善，如制度与制度之间在一定

情形下有可能出现竞合的情形。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也是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为了更好地保护案

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防止其滥用救济权利，我国的执行异议之诉和第三人撤销之诉等制度还有

待完善和细化，从根本上保障案外第三人的权利保护，同时，通过对民事虚假诉讼中案外第三人权利相

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形成完整有效的案外第三人权利保护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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