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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常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现在
不同了。当今是市场经济时代，是法制建设日益健全的时
代。搞经济活动，只懂数、理、化而不会签合同，有了纠
纷不会依法处理，不会打官司，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肯定不行。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
说，在当今，不懂法律常识，不会依法处理问题，不是完
全的文化人，其经营、事业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

官司，因其性质不同，打法也不同。比如刑事官司，
公诉机关说某人有罪，就得拿出有罪的证据，没有证据硬
说人家有罪，甚至把人拘留了、逮捕了，弄错了，不仅要
向人家赔礼道歉，还必须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公诉
机关不能说出类似“你说你无罪，你有证据吗?”这样的
话，因为公诉刑事案件，公诉机关必须拿出证明被告人有
罪的证据。但民事案件就不同了。张三说李四欠他 5 万元
不还，并且向法院起诉了，张三就要提出李四欠钱的证
据; 李四为了说明自己不欠钱，也必须拿出不欠钱的证
据，说明不欠张三的钱，或者说明张三的证据是虚假的。
如果李四拿不出，光有张三的证据，李四就有可能败诉，
不得不偿还张三 5 万元。

官司有三种，即: 刑事、民事、行政三种。人们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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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者司法机关处理这三种案件，都必须严格执行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所规
定的步骤、程序，否则就无法保证案件的质量，无法保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干什么事情都一样，都得有一定的程序、步骤。生活
中有些事情违反了正常程序，做错了，可以重做; 但打官
司是个严肃问题，不允许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儿戏。为
了确保案件质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制定了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等程
序法律。这些法律，是法学的基本常识，也是打官司的基
本常识。不管打什么样的官司，司法机关和当事人，都必
须遵守和执行这些法律。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学习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维护合法
权益的需要，吉林人民出版社邀请正在从事审判工作的我
来编写这套《法官说法丛书》，我也深知出版这套丛书的
必要，然而，我是在职法官，繁重的办案任务，使我不能
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写这套书，我只好邀请资深的法学专
家、学者、教授们和我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书稿写完
后，交给我，由我对这套书各册进行统稿审阅。我认为内
容正确无误，这才交给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审出版。

我们深信，这套书的出版，会为广大公民学法、用法
带来方便，为正在或准备打官司的人提供帮助。同时，这
套书也是普及法律知识的简明教材。我们的愿望如此，我
们会如愿以偿。

丛书主编 张世琦
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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