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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24_267456.htm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

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

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

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

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

、布告和其他文件。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十一条 公安机

关办理刑事案件，对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

、拘役所、看守所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

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

地区，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讯问，对上公布的诉讼

文书，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文字。 (释解) 本条是关于使用本

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134条规定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

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

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

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

种或者几种文字。”本条据此规定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

行诉讼的原则。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包括

以下三方面内容： 1．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

行诉讼的权利。不论他是作为当事人还是作为其他诉讼参与

人，各民族公民都有权用本民族的语言回答司法人员的询(

讯)问，在法庭上发表意见，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书写证人证言



。 2．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义务指定或者聘请翻译人员为他

们翻译。这条规定不仅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公民，而且适用

于参加诉讼的外国人。 3．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者多民族共

同居住的地区，对案件的审理，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

；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及其他诉讼文书，应当使用当地通

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文字的诉讼参与

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向他送达的诉讼文书，应当用他所

通晓的文字，或者聘请翻译人员，向他翻译诉讼文书的内容

。 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是各民族公民依法享有的

诉讼权利，司法机关不仅不能随便予以剥夺，而且有义务为

各民族公民享有这项诉讼权利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从司法

实践来看，各民族公民能否切实享有这项诉讼权利，关键在

于司法机关是否能够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保证这条原

则得以贯彻实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

区，各级各类司法机关应当继续培养或吸收一批通晓当地通

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司法干部或专职翻译人员。 我国是一

个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

行诉讼，不论在政治上还是诉讼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在我们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各民族不论大小，在政治

、经济、法律等方面一律平等。实行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

诉讼，正是这一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贯彻执行这一民族

政策具体的法律保障。它有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提

高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

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有利于保障各民族公民平等地

享受一切诉讼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通



过这项原则，使各种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都能充分行使自

己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少数民族中的被告人，使他有冤能

申，有理能辩，依法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3．有利于

诉讼的顺利进行和案件的正确处理。实行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进行诉讼，可以消除司法人员和各种诉讼参与人之间的语言

文字障碍，使司法人员能够直接调查了解情况，直接同各种

诉讼参与人对话，全面了解案情，防止片面性，对正确处理

案件有着重要意义。 4．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工作的

监督。通过这项原则，在诉讼中消除了司法机关与诉讼参与

人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语言、文字障碍，使人民群众能够全面

了解司法机关的工作情况，及时向司法机关提出各种意见和

建议，帮助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 5．有利于对群众进行

法制宣传教育。通过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就

能使广大群众了解犯罪分子的情况，了解犯罪分子给国家和

人民造成的损失，了解对犯罪分子的处理，从而增强法制观

念，提高守法意识，提高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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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