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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 根据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

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依法独立行使国

家审判权的机关。审判权，是国家赋予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

权力。它有权决定案件的最终结果。 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

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经济案件和其他案件，人民法院用它

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

法律。 （二）法官的选任 根据我国法官法的规定，初任法官

采取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

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提出人选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

，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

免。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

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

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在省泊治

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

议的提名决定任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长和审判员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三）人民法院的组织系统

与领导体制 1．人民法院的组织系统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



国家审判权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

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的内部组

织基本相同。各级人民法院由院长1人、副院长、庭长、副庭

长和审判员组成，基层人民法院可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设立

或不设立庭长。各级法院内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

济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各级人民法院内部都设立审判委员

会，作为行使民主集中制的组织。 2．人民法院的领导体制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既对产生它的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又受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上下级人民法院

的关系不同于国家行政机关上下级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

是监督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是审判监督关系，可以保证各

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 （四）人民法院的审级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 1．

人民法院的审级制度 我国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

制度。除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为终审判

决和裁定外，其余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所作出的判决和

裁定，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或抗诉。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是终审判决和裁定，

不得上诉。除此之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的判

决和裁定，当事人在上诉期内不上诉的，人民检察院不抗诉

的，那么第一审的判诀和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2．

审判监督制度 即使实行两审终审，实践中仍然存在错判的可

能。为此，法律还设置审判监督制度，纠正已发生法律效力

的错误的判决和裁定，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审判监督程



序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对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进行再

审，但不停止原判决和裁定的执行。只有经重新审判所作出

的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才能停止或变更原判决或裁

定的执行。再审的法院可以是原审法院，也可以是上级人民

法院。 根据监督的主体，审判监督程序可以分为法院系统的

监督、检察院系统的监督及当事人的申诉。 各级人民法院院

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

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

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

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

法院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

出抗诉。 当事人如果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和裁定，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重新审理案件。申

诉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也是对我国两审终审制度

的补充。为确保公民申诉权的实现，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普遍

设立了告诉申诉审判庭，由该庭审查各类申诉，决定是否受

理。 （五）人民法院的职权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我国各级

法院的职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审理普通民事、

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 2．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委

员会的工作。 3．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

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4．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解释法律、法令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审判过程中就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

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5．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 （

六）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 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应



贯彻下列基本原则： 1．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 2．

依法独立审判原则 3．公开审判原则 公开审判的内容包括对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向社会公开，允许群众旁听

，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等。公开审判原则还有一些例外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涉及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予公开。 4．被告人

有权获得辩护原则 辩护的内容指被告人和他的辩护人在法庭

上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提出证明被告人

无罪、罪轻，或要求免除、减轻刑事惩罚的权利。 担任辩护

人的可以是被告人自己，也可以是被告人委托为自己辩护的

律师，还可以是由人民团体或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或经人

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也可以是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还可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5．使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 6．合议制原则 这项原则是民主

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司法审判中的表现。 7．回避原则 

这是一项为了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使案件得到客

观公正处理的一项司法原则。它是指审判员不得参加与自己

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案件。根据这一原则，人民法院

开庭时，向当事人宣读法庭组成人员的名单，告知当事人有

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应回

避的人员包括：（1）审判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

近亲属；（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3

）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当

事人的代理人；（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

处理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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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