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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

评介与思考①

刘谢慈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之强制性源于美国民事法律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只要符合强制合并程序的启动条件，
法院都应当充分利用程序手段将某一案外人纳入一个已经启动的诉讼，这与美国民事法律中衡平法的盛行息息相关。

虽然从表面上看，强制合并是对当事人处分原则的一种背离，实际是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行使方式的引导，在这一过

程中，引导尺度和时机是最为关键的要素。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美国民事司

法系统一直试图通过程序法上的调整来整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进而简化诉讼运行过程，这不但有利于法官全面理清案

情，方便后续审理，也对提高案件审理效率，减少重复诉讼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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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强制合并是指诉讼中数个原告或被告
必须同时起诉或应诉，否则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

追加将其合并到同一诉讼中审理的诉讼程序，若

被追加的当事人拒绝被合并，法官有可能直接驳

回诉讼，其现实动因在于尽可能避免诉讼的不当

终结。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ａ）款
的具体规定：“如果某一当事人原本就在法院传

唤文书指定的范围之内，而且将此人合并到诉讼

中不会影响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那么在下列情

况下，必须将该当事人合并：（１）已经参加到本诉
的当事人是否能得到公平处理结果受该当事人的

影响；（２）被合并人的诉讼请求与本诉的诉因有
直接联系，并且他的缺席很有可能导致下列事项

的发生：１）有损被合并人自身的救济权利；２）其
他已经参加到诉讼中的当事人可能遭受实体权益

风险，或者可能导致其在先前程序中所主张的诉

因与真实诉因不一致。”①历史上曾将当事人强制

合并细分为“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合并”和“必要的

当事人合并”，不适用前者将直接导致诉讼终结，

而后者只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被合并，其排除适

用并不必然导致程序终结。为了简化繁琐的诉讼

程序，１９６６年修订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彻底将
前两种合并方式简化为一种，统称“当事人强制

合并”，并沿用至今②。修订后的《联邦民事诉讼

规则》在摈弃原有“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和“必要

当事人”的基础上，将特定情形下某一当事人缺

席可能引发的不利诉讼后果作为判定是否允许合

并的重要准则③。如果由于不同司法辖区法律适

用或管辖权问题导致合并事项受阻，进而影响案

件进展，法院可以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

九条（ｂ）款以衡平法的考量标准裁定是否对案件
继续审理，具体包括：（１）强制合并人缺席下的法
院判决可能对此人或者其他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

人造成不利后果的严重程度；（２）是否可以引用
如下法律条款降低或有效避免不利后果：１）判决
书中列明的保护性条款；２）是否能够找到其它正
当且有效的救济手段；３）法院认为合适的其他正
当条件；（３）强制合并人缺席状态下的判决于法
律逻辑上是否公平合理；（４）若强制合并人的缺
席导致原诉的直接撤销，原告寻求其他救济方式

的路径是否畅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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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强制性”在法律逻辑上的合理性
分析

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强制性和必要性源于

美国民事法律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在案件审理程

序中，某些案外人可能是法院公正处理案件、判定

权利义务归属的必要主体。由此可见，当事人强

制合并制度的立法初衷是为了实现广泛的司法正

义，司法机关的每一个判决都应在最大限度内维

护所有“诉讼关联主体”的正当权益。除了对强

制合并人权利的积极维护，强制合并规则实际上

对已经处于本诉中的其他当事人和其他可能有关

联但还未被正式确定诉讼地位的缺席诉讼人具有

重要意义，其存在可以有效避免恶意诉讼和重复

诉讼对程序效益的无端伤害，减少诉讼成本的

浪费。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ｂ）款的开头
即写明“本着对良心和衡平法原则的考量”，这一

表述清晰印证了诉讼实体正义在决定“当事人合

并与否，即使可能会导致诉讼程序的暂时停滞

……”这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①。处于不同诉

讼地位的当事人基于自身权益在诉讼中的优先性

而被纳入诉讼统一进程，符合强制合并条件的当

事人必然与已经处于诉讼进程中的当事人具有相

关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关联的强度是明显大于一

般的选择性合并，其缺席不仅对诉讼整体产生消

极影响，也会使自身权利受损。所以，法律条文中

“特定情况”之措辞是对被强制合并人缺席状态

下不利诉讼后果②之综合表述③。

在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ｓｍｅｎｓＢａｎｋ④ 一案的判词
中，联邦最高法院解释了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进行重新修订的必要性，它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

第三巡回审判庭的裁决，在以往的案件审判中，法

院往往遵循第三巡回审判庭先前作出的判例主旨

即“可能与本诉具有牵连并受到其影响的潜在诉

讼人必须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审判”。同时，联

邦上诉法院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判例直接援引为

正式法律依据⑤。

当某一当事人坚持要求合并纳入一位新的当

事人时，会出现一个宪法上的潜在问题。例如，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ｏｎ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Ｃｏｍｐａｎｙｖ．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财产充公一案中，当事人的主张涉
及不同州法间的冲突，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

若对本诉争议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其他当事人最终

没有参加本诉审理，由此导致本诉被告有可能承担

原本不应该承受的多重责任，那么本诉即应终止。

同时，若将对本诉标的主张权利的诉讼人选择性的

分开单独审理，并且在此情况下被告可能将重复清

偿某一既定债务，那么这就属于“没有经过正当法

律程序”的权利剥夺⑥。虽然上述案件的最终裁

决没有适用于数个当事人对同一诉讼标的物主张

权利的请求，但仅从法律逻辑的角度看，并不能因

此就认为法院应当限制合并机制的适用范围以使

其免于适用于后一场景⑦。当不可或缺的当事人

无法参与合并程序时立即终结本诉审理的做法与

法院力求最大限度解决当事人争议的初衷明显背

离，特别是在终止诉讼或将导致某一权利本已受

损的当事人无法寻求救济时，这样的冲突就显得

更加激烈，类似情况在其他类别的当事人合并程

序中也会或多或少的出现。

实际上，无论是当事人合并还是诉讼请求合

并，美国民事诉讼中诉讼合并机制的主要目标就

在于通过尽可能简捷的诉讼程序在同样的时间里

满足所有关联当事人的诉求，实现实体法和程序

法上的双重正义⑧。然而，法院在启动当事人强

制合并程序时所需要处理的事项可能与程序的基

础目标不完全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比如合并裁

定有时会给现有诉讼当事人带来诉讼效率上的消

极影响，也可能损害被合并当事人的救济选择权

益。此外，本诉法院对“潜在合并当事人”的司法

管辖权限同样值得探讨，它不能仅从现有诉讼当

事人的利益出发作出判断，法院必须考虑到合并

裁定和最终判决对全案当事人以及未参加诉讼但

符合选择性合并条件的当事人所造成的后续影

响。不管胜诉还是败诉，对于那些与诉讼当事人

没有利害关系的潜在当事人而言，审判法院都无

法事先直接决定其终局判决的拘束力。但是，通

过考察大量指导性判例可以得出，先前的法院判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Ｒｅｅｄ，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Ｊｏｉｎｄｅｒｏｆ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５５Ｍｉｃｈ．Ｌ．Ｒｅｖ，１９５７，５５（３２７）：３５６．
包括诉讼迟延、诉讼成本浪费以及诉讼主体将承受的不利后果等。

Ｂｅｖａｎｖ．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Ｉｎｃ，２９３Ｆ．Ｓｕｐｐ．１３６６，１３６９（Ｓ．Ｄ．Ｎ．Ｙ．１９６８）．
３９０Ｕ．Ｓ．１０２，８８Ｓ．Ｃｔ．７３３，１９Ｌ．Ｅｄ．２ｄ９３６（１９６８）．
Ｒｕｓｓｅｌｌｖ．Ｃｌａｒｋ’ｓＥｘｅｃｕｔｏｒｓ，１１Ｕ．Ｓ．（７Ｃｒａｎｃｈ）６９，３Ｌ．Ｅｄ．２７１（１８１２）．
３６８Ｕ．Ｓ．ａｔ７６，７７，８２Ｓ．Ｃｔ．ａｔ２０２．
参加下列材料对此问题的讨论，但是其并未作出最后判断：Ｈｕｎｔｖ．ＮｅｖａｄａＳｔａｔｅＢａｎｋ，２８５Ｍｉｎｎ．７７，９０，１７２Ｎ．Ｗ．２ｄ２９２，３００

（１９６９），要求调阅案卷的上诉申请被法院驳回３９７Ｕ．Ｓ．１０１０。同时参见Ｋａｐｌ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６６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９６７，８１（１）：３５６－３６８．

Ｆｒｅｅｒ，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Ｕ．Ｐｉｔｔ．Ｌ．
Ｒｅｖ，１９８９，５０（１８）：８０９．



第２１卷 刘谢慈：美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评介与思考

决仍然会因心理暗示效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ｉｎｔ）而对缺
席诉讼人后续的诉讼程序选择以及答辩权产生消

极影响①。

现代美国民事司法系统中当事人强制合并的

法律逻辑表明，恰当适用程序机制既可以将司法

资源效用最大化，其必要的灵活性和适时的变通

性也恰好印证了民事诉讼结构中法院对各方权益

冲突的谨慎而有效的平衡。

二　“强制性”综合评估的核心问题
法院在裁定是否应该适用强制合并程序将某

一缺席当事人纳入本诉审理时，必须全面评估该

缺席诉讼人对各诉讼主体之法律权益产生的影

响，特别是其在本诉中可期待救济权利的优先等

级和现实状态。这样的综合评估可以拆分为三个

具体问题：第一，现有诉讼当事人主要指本诉原

告，在其缺席状态下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救

济？第二，缺席当事人在未参加本诉审理的情况

下是否会影响其自身对本诉争议焦点的权利主

张？第三，若将该诉讼人另案处理，现有诉讼当事

人主要是被告是否会因此承担相互矛盾的责任或

者重复责任？若法官对上述任意一个问题作出肯

定答复，那么该缺席诉讼人就应该被合并纳入本

诉程序。可以看出，法院对“强制性”的判断标准

总的来说是围绕“未裁定强制合并将使何人遭致

何种损失”来分步考虑的②。下面，笔者将就这三

个核心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对本诉原告权利救济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若现有诉讼当事人在“待

合并案外人”缺席时不能获得充分的救济，那么

就必须通过强制合并程序将其纳入本诉审理中。

这一标准是为了让权利受损之人的救济之路不被

阻塞，从而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关联请求或者申

诉进行统一审理，进而提高司法系统的整体运行

效率。比如，被保险人在一起车祸中将他人撞伤，

为了保证自己得到赔偿，受害人将非案件当事人

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第三者保险责

任。此时，若保险合同一开始就写明只在特定金

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那么在此范围之外的判

决将对被害人没有任何意义，这时，案件当事人就

可能基于“实质相同的事实”而再次向被保险人

起诉，这样就无端浪费了司法资源。为了避免这

种情况的出现，法院在受害人起诉伊始就应该启

动强制合并程序，将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并入诉

讼之中③。

（二）对强制合并人权利救济的影响

对于第二个问题，若不适用合并程序将损害

潜在的强制合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益，就必须

对其进行合并，这是为了避免某些缺席诉讼的当

事人遭受终局判决既判力的影响。该问题的核心

要素在于理清非诉讼当事人在不适用合并程序的

情况将在哪些方面受到侵害，包括具体涉及到权

益类型以及受到侵害程度。这样的分类方式就要

求法院在合并可能发生之时就对各种可估计的诉

讼结果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既包括本诉程序的

承接，也包括后续救济手段的可行性分析。Ｐｒｏｖｉ
ｄ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ｓｍｅｎｓＢａｎｋ＆Ｔｒｕｓｔｖ．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案件的
审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联邦最高法

院在判决意见书中表达的观点重申了先前程序实

效考察对合并程序适用的参考性，尤其是在采用

强制合并标准时，未合并给非诉讼人带来的损害

程度需要紧密结合先前程序以作出关联性判断。

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初审法院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有责任援用一切可能的程序避免司

法权力对现有当事人和其他潜在关联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造成任何实际损害。比如，若某个案外人

与一份一次性偿付的保险合同具有可推测的利害

关系，则必须对其合并，其法律逻辑在于，即便该

案外人的权益暂时不会受到后续排除规则的影

响，但诉讼中存在的保险合同是其唯一的求偿来

源，此时的判决将直接分配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

若不参加诉讼，可能使其今后承受无法被偿付的

风险。

（三）对本诉被告责任承担的影响

这一问题的考量同样是为了避免现有诉讼当

事人权益受损，但其更多指向诉讼终结时的终局

影响。在该问题的审查中，司法机关必须确定对

现有诉讼当事人（主要是被告）的损害程度以及

损害发生的概率才能裁定是否适用强制合并程

序④。对此，《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ａ）款
规定，当事人必须面临“承担双重、多重或者不一

致责任的实质风险”，但在某些情况下，只要存在

危及到一方当事人权益的可能性，也被视为足以

达到要求。可见当前法律文本中尚无法找到对判

断标准具体确切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实际

的案例来探寻法官审查问题的标准边界。例如，

一家企业的工会组织为了在集体劳动合同中争取

到有利于己的申诉、仲裁等纠纷解决条款而将雇

主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判定，原被告间的争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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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工会之间对不同权利的要求和意见”①。若

法院不采取措施将另一个工会合并处理，则雇主

机很有可能在本诉结束之后再次面临被诉风险，

而且另一工会提出的诉求将很大程度上与本诉原

告类似，他们的意见都是基于集体劳动合同而产

生。因此，法院判令将另一未起诉的工会进行合

并，在本诉中统一处理。在另一起“哈斯诉国家

银行”案中②，哈斯因股权转让问题起诉银行，其

声称与另一股东阿尔维克一起购买了全部股份，

并要求银行在接到阿尔维克的申请后发售等额的

相当于哈斯二分之一所有权的股票。而实际上，

银行后来将所有股份以阿尔维克的名义进行了发

行活动。法院经审理认为，若阿尔维克不参与本

诉的审理就肯定不受判决的约束，那么他可能在

随后的诉讼中再次将银行列为被告，主张对发行

股份，也即全部股份的所有权。此时，由于阿尔维

克的缺席会致使国家银行遭受重复法律责任的风

险（本诉二分之一股份与后诉全部股份重叠），所

以法院裁定将阿尔维克合并到本诉中一同审理。

总的来说，只要法院认为对案外当事人的合

并是可行且必须的，本诉中请求合并的现有当事

人都会被赋予机会向案外人传达合并意愿。大多

数情况下，案外人会考虑自身权益实现的几率而

参与到诉讼中，只有当案外人故意抗拒法院指令

且符合法定条件时法院才会裁定终止全案审理，

这是所有诉讼参与人最后的无奈之选。

三　法院权力框架与“强制性”边界的
冲突与统一

（一）法院权力定位与诉讼主体之权益协调

在判断某一案外人是否符合强制合并条件的

过程中，法官必须针对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ｂ）款和其他州司
法辖区的既定规则共同勾画的“四步标准”为其

权力行使限度划定了基本范围③。然而，这看似

精确的标准其实也会只是为法官提供总体方向上

的参考，当面对具体问题时，法官需要考虑的事项

绝不能一概而论。另外，四步标准在独立满足条

件的情况下往往还需要综合考虑相互之间的“逻

辑关联”，这不仅包括各标准之间的相互印证，也

包括其与案件事实的逻辑合理性。法律规则并没

有强调某条标准的独特地位，法官需要在综合考

虑各项标准的情况下根据衡平法原则和良知意识

作出最终决定④。

从标准的第一步来看，当前施行的规则要求

法院在判断某案外人是否属于不可或缺的当事人

时必须查明“某人的缺席是否会导致其自身和现

有诉讼当事人权益受损。”就像笔者在上文提到

的那样，法院所做的每一个合并裁定都是为了预

防损害。当法院裁定将不可或缺当事人合并处理

时，他必须考虑到其它连带状况的发生，此外，当

事人寻求后续诉讼的救济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正如联邦上诉法院第五巡回审判庭所声明：“当

法院适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时，法官

既不能过分推测判决的侵害范围，也不能轻视判

决对诉讼各方的影响。”对此，《联邦民事诉讼规

则》第十九条用“现实性”和“效用性”来表达这一

判断原则的主旨⑤。

从标准的第二步来看，法院需要考虑的问题

是“若合并程序的适用确实造成了消极影响，法

院是否可以通过采取其他手段消除影响或者将不

良影响限制在可控范围。”这一条是法院司法主

动性（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鲜明体现，也表明了强
制合并对法官灵活变通程序手段的迫切需要，具

体的选择方向受到具体案件特征的限制。从各地

法官的实践经验来看，法官可以合理变动判决书

的内容来尽可能保护未参与诉讼的关联诉讼主

体。为了避免给缺席诉讼的诉讼主体造成损害，

当事人可以主动或者由法院在各当事人之间做一

些法庭外的非正式会见并提醒他们择时运用一些

具有“侵害预防性”的程序措施，主要包括，将缺

席诉讼人并入被告的反请求之中，或者提起防御

性的竞合确权诉讼以合法引入缺席诉讼人等

等⑥。另外，对于那些法院依法暂时不能采取强

制合并的缺席诉讼人，若他的缺席依据合理推测

将很有可能对自己或现有诉讼人之权益造成损

害，那么法院可以赋予他放弃阻碍条款并自愿加

入本诉审理的机会，此时，缺席诉讼人可能需要声

明放弃自身对属人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的异

议⑦。当法官遭遇“是否会对抗拒合并指令的缺

席诉讼人造成实质损害”这一问题时，上述程序

选择将具有重要意义。

从标准的第三步来看，法官需要判断在某一

当事人缺席状态下所作的判决对于争议权益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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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分配和所有关联诉讼主体的后续程序选择将产

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要求法院理清诉讼中各阶

段的关联问题。法院必须在全面考虑当事人请求

的前提下，思考如何解决案外人的救济请求，以使

得后续诉讼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这不仅需要法官

对关联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属性进行准确定性，

也牵涉到判决书的措辞①。例如，在一起案件的

审理中，由于法院不能依照州法将所有与诉讼争

点相关的被告同时纳入本诉，进而也就不能直接

判决支持原告提出的“要求公司宣告股息”的请

求，但是法官为了间接保证原告请求效果的实现，

发出令状要求对公司的资产暂时进行扣押②。

对于标准的最后一步，法官需要处理的问题

是，如果原告提起的诉讼因为强制合并人的缺席

而被裁定驳回，原告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将受到何

种损害。若原告在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由于强制

合并程序的失败而被驳回，他一般会选择在其他

州法院重新起诉。所以，联邦主审法官首先需要

考虑的就是案件在州法院接受管辖的可能性。对

州法院的后续管辖产生阻碍的因素一般包括诉讼

时效和管辖权方面的规定。另外，案件本身的性

质也可能对州法院的管辖权产生影响，例如，在一

起联邦法院管辖的案件中，法官经审查认为，若案

件由某一州法院管辖，那么所有信托受益人都必

须被合并纳入此信托诉讼，由于信托涉及范围太

广，而州法院的的调查能力有限，所以案件实际上

无法由州法院行使管辖权，因为这会给司法系统

造成“无法等量匹配的沉重负担”。所以，联邦法

官最终裁定继续审理此案③。

（二）司法主动性的必要张力与适时收缩

若案外人民事权益与本诉标的紧密相关并因

此符合成为原告的条件，但其本人并不愿意以此

身份加入诉讼，那么法院可以依据法定的对人管

辖权以令状的方式指令他作为被告参加本诉。此

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尤其是涉及专利权以及版

权纠纷诉讼时，非诉讼当事人可以作为非自愿原

告被合并。由于专利法和版权法均规定，如果未

将专利所有权人或者版权所有人并入诉讼之中，

排他性被许可人就不能因侵权而提起诉讼，所以

必须适用合并程序④。在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的所

有权人将以非自愿原告的身份被合并，而在法院

管辖范围之内的所有权人可以作为非自愿被告被

合并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被告身份加入

诉讼后，法院可以将其身份重新调整为原告，这种

调整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该诉讼中的当事人具

有不同的州籍或者国籍时，这种变动往往有利于

维持联邦法院的固定管辖权。但是，若这一被强

制合并的当事人除了自身意愿之外还因为权益的

特殊属性而与本诉原告存在法律上的对立关系，

那么法院就不会对其作出“被告转原告”的调整。

例如，公司的某一个人股东怀疑总经理的不当行

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进而损害其自身利益，因而

向总经理提起派生诉讼，要求赔偿相应损失。由

于诉讼显然关系到公司的利益，所以公司主体当

然属于不可或缺的当事人。然而，本诉中的特殊

关系在于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处在现有被告，即总

经理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而其基于控制权完全有

能力反对原告的派生诉讼，因此，若公司在非自愿

的状态下以被告身份被并入诉讼，法院就不应该

主动对其身份进行调整⑥。

法院司法主动性的适用范围一般仅限于初审

和上诉审阶段，并且上诉审阶段会涉及更多问题。

在法院以“不能合并”为由驳回当事人起诉的多

数案例中，核心原因并不是对权利义务分配产生

争议等实质性问题，而且初次的驳回并不会影响

以后就相同问题再次起诉。从性质上看，未合并

所造成的错误不属于司法管辖上的问题，通说认

为这属于衡平法上的瑕疵⑦。此外，当出现以下

几种情况时，法院可能无法通过令状的方式合并

非诉讼当事人：第一，法院的事物管辖权因合并而

失效；第二，法院对主动请求被合并的当事人不具

有对人管辖权；第三，非诉讼当事人虽然希望合并

参与本诉审理，但对现有法院的地域管辖提出了

合理的异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ｂ）
款规定，在这三种情况下，法院需要本着“衡平法

原则和良知意识”来决定是否在必要当事人缺席

的状态下继续审理案件⑧。若法院经审查发现若

继续诉讼肯定将侵害现有诉讼当事人和该案外人

的权益，那么该案外人就可能被法院判定为必须

合并的当事人。

（三）当事人程序救济机制与法院权力的

协调

若任一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不予合并裁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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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他都可以通过正当程序提出异议。一般来说，

异议需要在提交答辩状之前的申请动议程序

（ｐｒｅ－ａｎｓｗｅｒｍｏｔｉｏｎ）或者答辩状中提出。当事人
所享有的这种异议权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联邦民事

诉讼规则》对异议程序所规定的保驾护航条款，

“当事人对于不予合并的异议可以在任意时间提

出，同时这种异议的权利不会因为诉讼的迟延或

者中断而被剥夺”①。但是，异议的提出并非毫无

限制，异议申请提出的时间需要与法律作出不合

并裁定的理由结合起来考虑，这关涉到异议申请

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比如，在一起案件

的审理中，某一当事人为了防止将来受到缺席诉

讼人提起的新诉的困扰，对不予合并的裁定提出

异议，此时，他的利益出发点只是自己预期的权益

保护，无关缺席者本人在本诉中的利益损失。此

时，法院可以综合考虑其异议理由进而权衡缺席

者和申请人的权益，若其故意延迟申请提出的时

间，异议申请很有可能将遭到法院的拒绝②。

在异议程序中，最重要的是下面两个因素的

相互制约：一是不予合并将给申请人在本诉中的

诉求造成何种影响，二是不予合并对诉讼效率和

诉讼成本的影响③。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司法机

构对于诉讼效率和公平的要求会迫使主审法官

考虑异议背后的实质问题，除了内心确认以外，

法律逻辑的合理推演和关联主体权益损害是法

官必须优先确定的关键问题。若初审判决并没

有损害缺席诉讼人的利益，或者异议申请是在

上诉审阶段首次被提出，那么异议申请将很有

可能遭到否定，因为法官此时有足够理由确认

“不予合并的裁定”没有影响“初审中对实质争

议问题的判决”④。

四　我国相关制度的观念消解与重塑
从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并不

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现行

《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诉讼主体合并的内容主要

体现在共同诉讼和第三人诉讼中。制度规则本身

的欠缺和实际执行中的变形引发了一系列难题，

比如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导致的矛盾判

决，判断标准不明导致的双重诉讼，混淆必要共同

诉讼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等。这些棘手的现实

困境既对我国民事诉讼的正常运行带来挑战，也

为相关程序规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一）处分原则之变通性

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

的处分原则是与当事人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项基本

原则，它为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进程中的意思自治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根据处分原则的要求，一

般情况下，诉讼对象应完全由原告选择，但如果已

经成立的诉讼明显关乎案外人利益，法院就有必

要启动强制合并程序。这既是对现有诉讼当事人

的权利保护手段，也是对可能产生的消极诉讼后

果的预防措施。在笔者看来，美国民事诉讼中的

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对处分原

则的一种背离，但实际上是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义

务行使方式和具体适用场景的综合引导，是国家

权力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适度干预，在这一过

程中，引导的尺度和时机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

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则的指导下，重复诉讼所带来

的矛盾判决以及被告承担重复责任的风险都被降

至最低。在这种情况下，若一味强调处分原则而

拒绝强制合并必然是僵化且不合理的，因为原告

之民事实体权益并没有因为强制合并的适用而丧

失，其程序处分权上的变动也只是为了更顺畅的

实现诉讼整体之救济利益。

（二）程序法与实体法之相适性

美国民事法律体系中存在大量与程序法配套

的成文法，并为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施行提供

了有力保障。面对英美法系中开放式的民事诉讼

程序结构，我国有学者一直以来都以不同法系的

历史背景为由加以隔绝，比如台湾学者陈宗荣在

“关于第三人参与诉讼之研讨会”上就提出：“在

成文法体系中的诉讼制度必然是我们现行法这一

套东西。如果像英美法之实体法没有成文法的情

形下，诉讼制度无形中便可以创新。……由于背

景不同，是值得思考的。所以，个人认为，不能说

英美法的制度我们认为很好，便一定要将之成文

化，而是配合实体法的规定才能做。不能说，实体

法没有动，程序法先跑在前头，弄出这样的东西

来，这是本末倒置。”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对于

传统、固有差异和既定程序之间的连接显得有些

偏执。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发展并无绝对的先后顺

位要求，而其各自具有的独特属性也注定了它们

之间一一对应的模式暂时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

即便实体法已经确定，也并不意味着程序法革新

的停滞。比如民事诉讼由过去单纯的原被告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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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方模式向第三人诉讼的转变就是程序法突破

实体法固有范围的典型。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强制

合并规则也并非与生俱来，它在日趋复杂的社会

生活中不断演变，反映并论证了不同时代对创新

民事程序规则的内在要求。

（三）实用主义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

延展

美国司法系统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繁

琐的民事程序规定，力求通过程序法上的引导来

重新整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进而简化诉讼的运行

过程，它不但有利于法官全面理清案情，方便后续

审理，也确实提高了案件的处理效率，减少了重复

诉讼的发生。从两大法系的传统上看，美国的民

事诉讼规则一直通过扩大其实用性来提高其解决

纠纷的能力①，诉讼的任一阶段都可能出现具有

“终局效力”的纠纷解决方案，当事人强制合并制

度、交互诉讼以及互争确权诉讼等都是“实用性”

的典型代表。相较之下，深植大陆法系的中国民

事法律规则显得有些保守，民事诉讼中的强制合

并大多只是基于实体法对权利义务的考量。

美国各级法院在各类型纠纷中都会积极鼓励

当事人合并规则的适用，只有在确实有碍诉讼进

行，案件处理成本过高等与程序初衷背离的少数

情况下，法院才会裁定不批准当事人的合并请求，

并建议其另行起诉。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意义

在于法院基于诉讼成本、诉讼效率以及一次性解

决纠纷原则等问题的考量，有必要在符合当事人

平等公平理念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单次诉讼程序

解决纠纷的范围，并经由诉因制度，当事人制度以

及救济机制等适当而充分地拓展程序法和实体法

之间的互通途径。

当前我国民事审判改革在调整法院权限的同

时正试图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某些优点，虽然我国

没有与美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强制合并”完全

对应的概念，但诸如共同诉讼、第三人诉讼等相关

程序规则都可以适度承载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

本质功能。在具体分析制度运行土壤及其配套措

施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适度参考当事人强制合

并制度的内在价值与相关规则，明确法律逻辑对

行为事实、合并请求的限定性，并结合具体的法律

条款提出相应的救济请求。法院在充分考虑当事

人诉求的基础上，应该合理利用程序手段对当事

人的诉讼行为进行引导，在不脱离基本事实和法

律条款的前提下，对其诉求予以适度调整，以实现

各方当事人程序权益和救济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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