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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4_A7_E8_AF_89_E8_c36_458987.htm 三大诉讼法在诸多制

度的设计上具有相似性，但在具体规定上又有所差别，在复

习记忆中需要细心比较，以免混淆。下面是有关三大诉讼中

审判障碍相关制度具体规定的比较。 一、延期审理 延期审理

，是指由于发生法律规定的某些事项，导致不能按时开庭或

者无法继续开庭审理，法院改期推迟开庭的制度。也即在特

定情形下，人民法院把已经确定的审理期日或正在进行的审

理顺延至另一期日进行审理的制度。 1、刑事审判 根据刑事

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可以延期审理

的法定情形是： （1）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

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2）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

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 （3）由于当事人申请回

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4）对于辩护人依照有关规定当庭

拒绝继续为被告人辩护的，合议庭应当准许。如果被告人要

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合议庭应当宣布延期审理； （5）被

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

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 （6）人民检察院变更、追加起

诉而需要给辩护人必要的准备辩护意见的，合议庭应当延期

审理； （7）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

，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的，合议庭应当同意。法庭宣布延期审

理后，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起人民法院恢

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按人民检察院撤诉处理。 2、

民事程序 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延期审理的法定情形有四种： 



（1）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

庭的； （2）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3）需要通知新

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

充调查的； （4）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具备上列情形之一

者，可以延期审理。“可以”延期审理，是一授权性规范，

它不同于“必须”和“应当”。鉴于民事案件本身的复杂性

和开庭审理的差异性，是否“可以”延期审理由人民法院决

定。 3、行政程序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关于延期

审理的具体规定，故参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延期审理

的情形也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必须到庭的当事人

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2）当事人临

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3）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

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4）其

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二、诉讼中止 诉讼中止，是指在诉讼进

行过程中，因发生某种法庭中止诉讼的原因，诉讼在较长时

间内无法继续进行或不宜进行，因而法院裁定暂时停止诉讼

程序的制度。 1、刑事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81条和

第204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止审理的法定情形有： （1）在

审判过程中，自诉人或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

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 （2）案件起诉到

人民法院后被告人脱逃，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

理的； （3）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

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等； （4）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

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 （5）由于其他不

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

裁定中止审理。 2、民事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中止审



理的情形包括： （1）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

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2）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

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4）一方当

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5）本案必须

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6）

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管辖 3、行政程序 行政诉讼法解

释第51条规定，中止审理的情形有： （1）原告死亡，须等待

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2）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

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

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 （4）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5

）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

确认的； （6）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

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 （7）

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三、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是指在

诉讼中，因发生某种法定诉讼终结的原因，使诉讼程序继续

进行已经没有必要或者不可能继续进行，从而由法院裁定终

结诉讼程序的制度。 1、刑事程序 在刑事诉讼中终结审理的

情形，主要体现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2）项至第（6

）项的规定中：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

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3）经特赦令免

除刑罚的；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

者撤回告诉的；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6）其

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2、民事程序 民事诉讼中

，诉讼终结的原因都是因为一方当事人死亡，具体包括： 



（1）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2）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3）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4）追索赡养费、扶养

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3

、行政程序 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52条规定，诉讼终结的情

形是： （1）原告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放弃诉讼权

利的； （2）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其权利

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3）因中止诉讼1、2、3原

因中止诉讼满90日仍无人继续诉讼的，裁定终结诉讼，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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