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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91_E6_B3_95_E9_c36_330396.htm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

十六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审判人员依法行使职

权，促进人民法院的廉政建设，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

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

，或者因过失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

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第三条 违法审判责任，应当

依据违法事实、行为人的法定职平、主观过错以及违法行为

所产生的后果确定。 第四条 追究违法审判责任，应当坚持实

事求是、法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责任自负、罚当其过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追究范围 第五条 违反

法律规定，擅自对应当受理的案件不予受事，或者对不应当

受理的案件违法受理，或者私自受理案件的。 因过失致使依

法应当受理的案件未予受理，或者对不应当受理的案件违法

受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条 明知具有法定回避情形，故

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者对符合法定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

不作出回避决定，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 第七条 审判人员擅

自干涉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 第八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

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证据

，请求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有关审判人员故意不予收集，导

致裁判错误的。 第九条 依职权应当对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

的证据进行鉴定、勘验、查询、核对，或者应当采取证据保



全措施而故意不进行，导致裁判错误的。 第十条 涂改、隐匿

、伪造、偷换或者故意损毁证据材料，或者指使、支持、授

意他人作伪证，或者以威胁、利诱方式收集证据的。 丢失或

者因过失损毁证据材料，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一条 篡改、

伪造或者故意损毁庭审笔录、合议庭评议记录、审判委员会

讨论记录的。 第十二条 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报告案情故意

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 遗漏主要

证据、重要情节，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三

条 拒不执行审判委员会决定，或者拒不执行上级人民法院裁

判的。 第十四条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裁判的。 因

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五条 故意违反法

律规定采取或者解除财产保全措施，造成当事人财产损失的

。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有过失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

六条 先予执行错误，造成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财产损失的。 第

十七条 执行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造成当事人或者案外

人财产损失的： （一）故意违法执行第三人或者案外人财产

； （二）故意重复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财产； （三）故

意超标的查封、冻结、扣押、变卖被执行财产； （四）鉴定

、评估、变卖被执行财产时，指使有关部门压低或者抬高价

格； （五）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

执行。 第十八条 私自制作诉讼文书，或者在制作诉讼文书时

，故意违背合议庭评议结果、审判委员会决定的。 因过失导

致制作、送达诉讼文书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九条 故

意违反法律规定采取强制措施的。 采取强制措施有过失行为

，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第二十条 故意拖延办案，或者因过

失延误办案，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一条 故意违反法律规



定，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 第

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 （一）

因对法律、法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 （

二）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 

（三）因出现新的证据而改变裁判的； （四）因国家法律的

修订或者政策调整而改变裁判的； （五）其他不应当承担责

任的情形。 第三章 违法责任 第二十三条 独任审判员违法审

判的，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 第二十四条 合议庭成员评议

案件时，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歪曲事实、由解法律，导致

评议结论错误的，由导致错误结论的人员承担责任。 第二十

五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讨论案件时，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歪

曲事实、曲解法律，导致决定错误的，由导致错误决定的人

员承担责任。 审判委员会主持人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审

判委员会决定错误的，由主持人承担责任。 第二十六条 院长

、庭长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对独任审判员

或者合议庭的错误不按照法定程序纠正，导致违法裁判的，

院长、庭长、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有关人员均应当承担相

应责任。 第四章 违法审判责任的确认和追究 第二十七条 人

民法院的裁决、裁定、决定是否错误，应当由人民法院审判

组织确认。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是违法审判责

任追究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违法审判线索的收集、对违法

审判责任进行调查以及对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监察部门应当从二审、审判监督中发现审判人员

违法审判的线索。 人民法院各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应当配合

监察部门的工作，及时将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违法审判线索

通知监察部门，并提供有关材料。 第三十条 对涉及上级人民



法院监察部门监察对象的违法审判线索，监察部门应当将有

关材料报送上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处理。 第三十一条 上级人

民法院监察部门认为下级人民法院应当追究有关审判人员责

任而没有追究的，报告院长决定，责令下级人民法院追究责

任，必要时可以直接调查处理。 第三十二条 对责任人的追究

，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确定： （一）情节轻微的，

责令有关责任人作出检查或者通报批评； （二）情工较重，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

试行）》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三）有犯罪嫌疑的，移送

有关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法审判责任案件的立

案、调查、处理、申诉，依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调查处理

案件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审判人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助理审判

员。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鉴定人员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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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