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法条串讲（九）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2021_2022__E5_9B_BD_E

5_AE_B6_E5_8F_B8_E6_c36_47923.htm 第一百五十五条 第二

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

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

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 【

讲解】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就“视为”撤销

，所以二审的调解书中不用写明撤销原审判决。有关二审中

的调解，还有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要牢记，比较常考，

具体见《意见》的第182、183、184、185条： 1．对一审中当

事人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人民法院未作裁判的，二审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该

发回重审； 2．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没有参加诉

讼的，也作同样的处理，先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3．当

事人在二审中又增加诉讼请求或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可以

调解，调解不成的，应该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4．一审判

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二审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将离婚

请求和子女、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第一百五十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

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讲解】上

诉的撤回也要经法院审查。注意《意见》第190条规定的不准

撤回上诉的情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

；双方串通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 第一百六十一条 

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件或

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



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讲解】注意特别审判程序，审判

程序要强调一审终审；一般实行独任审判，但选民资格案件

和重大、疑难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而不吸收陪审员。 

第一百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依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

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 【讲解】适用特别程序时

，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告知另行起诉。这个条

文主要适用于认定财产无主案。认定财产无主案，发出公告

之后，如有人主张权利，就裁定终结，告诉他另行起诉。 第

一百六十四条 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

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

法院起诉。 【讲解】 这个条文反映了一个问题：“申诉处理

前置”不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必须要先申诉，申诉完了不

服再起诉。同时要注意，我们国家对起诉人没有限制，任何

人都可以起诉。比如对张某的选民资格问题，如果他父亲去

选举委员会申诉，选举委员会不改变决定，那么张某可以起

诉，他父亲也可以起诉，其他任何人也都可以起诉。 【特别

提示】注意选民资格案件相对于其他特别程序的特殊性。 第

一百六十七条 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

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

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

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

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

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讲解】除了《民法通则》中的

正常四年、意外两年，该条增加了一种情况：因意外事故下

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这种情况不



受四年和两年的限制。 第一百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

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

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

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

，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讲解】

注意一定要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这种案件完全根据

公告情况来进行处理。还要注意宣告死亡后又回来的婚姻关

系的处理，能否自行恢复取决于一个问题配偶是否再婚。如

果再婚，不可以自行恢复婚姻关系；如果没有再婚，不管多

长时间，都可以自行恢复婚姻关系。 第一百七十二条 人民法

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

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

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代理人。该公民

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

予以驳回。 【讲解】注意代理人问题。“应该由该公民的近

亲属为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申请人也应是近亲属，等

于是在申请人之外的近亲属之中给他确定一个代理人。在申

请人和代理人之间形成了相互监督。 第一百七十四条 申请认

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

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

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第一百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

，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



领的，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讲解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管辖法院是财产所在地基层法院。注

意一定要发出认领财产的公告。 第一百七十七条 各级人民法

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

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

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

再审。 【讲解】 第1款的核心是：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决定提交再审。也就是说，院长作为享有审判监督权的公职

人员，可以发现错误，但是不可以决定再审。因为院长毕竟

是个人，而决定再审的文书毕竟是生效文书，一定要提交审

判委员会来决定。 第2款的核心是：最高法院或上级法院有

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都

可以监督，上级可以监督下级，发现错误的时候，做法是提

审或者指令再审。其中指令再审要结合《意见》第202条掌握

。要掌握指令谁再审。《意见》规定由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需要指令再审的，应当指令第

二审人民法院再审。从此可以引申出，上级法院、最高法院

指令再审的时候，一律指令生效法律文书的作出法院再审。

对二审法院做的判决应指令二审法院再审，要是一审法院作

出的判决当事人没有上诉的，应指令一审法院再审。例如区

院一审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上诉到中院，应指令中院再审

；区院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没有上诉，省高院发现判决错误

，指令再审应该指给区院，因为最后的生效判决是区院做的

。规律是凡是指令再审，就指令作出生效文书的法院再审。



不管过程经过了多少个程序，就看需要再审的生效判决是谁

做的。谁做的就指令谁再审。 第一百七十八条 当事人对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

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

的执行。 【讲解】当事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注意理解这里的“原审法院”指的是生

效文书的作出法院。因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院实际上就

是生效文书的作出法院或者其上一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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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