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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36_202335.htm 重点法条 第一百四十

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

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

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

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

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二)、(三)项

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

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相关法条】《民诉

意见》 163一审宣判后，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判决有错误，当事

人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原判决有

错误的意见，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

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不上诉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处理。 【详解】 民事判决、民事裁定与民事决定是民事诉讼

中常用的几种法律文书，重点应掌握法律文书的具体适用。

1民事判决与民事裁定的区别。 在民事诉讼中，民事判决书

适用于解决实体问题，民事裁定书则适用于解决程序问题。

要准确适用法律文书，首先，必须界定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

；其次，已作出判决的实体性事项出现问题，则应当借助于

法定程序进行纠正。 2民事决定所要解决的是诉讼进行过程

中几种特殊的程序性事项。 【例题】 (2005年试卷三第35题) 

某法院对甲乙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作出了判决，当事人

在上诉期内均未上诉。后该法院发现判决书将支付房租数



额10000元误写成了1000元。法院对此应当如何处理？ A作出

补正错误的裁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 B通知收回判决书，重

新制作判决书 C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 D裁定

撤销判决书，重新制作 ［答案］A  重点法条 第一百四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

四十四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

，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 第一百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

内审结。【相关法条】《简易程序规定》 第一条 基层人民法

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

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

件除外： (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二)发回重审的； (

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 (四)法律规

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

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

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 第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

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

，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人

民法院不得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将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

。 第三条 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

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

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第四条 原告本人不能

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代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

诉。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联系方式、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予以准确记录，将相关证



据予以登记。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

当面宣读，原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捺印。 第六条 原告

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 第七条 双方当事人

到庭后，被告同意口头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开庭审理

；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和开庭的具体日期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

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各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

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 第八条 人民法院按照原告提

供的被告的送达地址或者其他联系方式无法通知被告应诉的

，应当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一)原告提供了被告准确的送

达地址，但人民法院无法向被告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诉

通知书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二)原告不能提

供被告准确的送达地址，人民法院经查证后仍不能确定被告

送达地址的，可以被告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第九

条 被告到庭后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

法院应当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后果；经人民法院告知

后被告仍然拒不提供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被告是自然

人的，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

； (二)被告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以其工商登记或者

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人民法院应当

将上述告知的内容记入笔录。 第十条 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

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

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

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

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二)直接送达的，送达



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上述内容

，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辩时以书面或者口头方

式告知当事人。 第十四条 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

理时应当先行调解： (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二)劳

务合同纠纷； (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

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

五)合伙协议纠纷； (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但是根据案

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

要的除外。 第十八条 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

式发送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足以

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作为按撤诉处理

和缺席判决的根据。 第二十一条 开庭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归纳出争议焦点，经当事人确

认后，由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和辩论。当事人对

案件事实无争议的，审判人员可以在听取当事人就适用法律

方面的辩论意见后迳行判决、裁定。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双方

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请求解决简单的民事纠纷，但未协商举

证期限，或者被告一方经简便方式传唤到庭的，当事人在开

庭审理时要求当庭举证的，应予准许；当事人当庭举证有困

难的，举证的期限由当事人协商决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

日；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一次开庭审结，但人民法院认为确

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书记员应当将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对于下列事项，应

当详细记载： (一)审判人员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

、争议焦点的概括、证据的认定和裁判的宣告等重大事项； (



二)当事人申请回避、自认、撤诉、和解等重大事项； (三)当

事人当庭陈述的与其诉讼权利直接相关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

七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除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当

庭宣判的以外，应当当庭宣判。 第二十八条 当庭宣判的案件

，除当事人当庭要求邮寄送达的以外，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

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

领取的法律后果。上述情况，应当记入笔录。 人民法院已经

告知当事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的，当事人在指定期

间内领取裁判文书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

未领取的，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即为送达之日，

当事人的上诉期从人民法院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

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因交通不便或者其他

原因要求邮寄送达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

己提供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自己提供

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的，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

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

退回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第三十条 原告经传票传唤，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

诉处理；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

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双

方已经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材料缺席判决。 按撤诉处理或者缺

席判决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将

裁判文书送达给未到庭的当事人。 第三十一条 定期宣判的案

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自定期宣

判的次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在定期宣判的日期无正当理由

未到庭的，不影响该裁判上诉期间的计算。 当事人确有正当



理由不能到庭，并在定期宣判前已经告知人民法院的，人民

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将裁判文书送达给

未到庭的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认定事

实或者判决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一)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二)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

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三)

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不大的； (四)涉及个人

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

的相关内容，人民法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五)当事人双方一

致同意简化裁判文书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