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民事抗诉案件的审查方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6_B5_85_E

8_B0_88_E6_B0_91_E4_c122_479782.htm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的监督，主要通过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或裁定的申诉，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诉进行审查，

认为确有错误的，以抗诉的形式监督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

动，达到维护法律公正的目的。提起抗诉最重要的环节是对

申诉案件的审查。如何全面、快速、准确审查民事申诉案件

，提高办案效率，成为从事民行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值得研究

的重要课题，笔者就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步骤和方法谈几点

粗浅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 审查申诉人的申诉以确定是

否立案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二条

规定了民事申诉案件应当立案的四种情形，我们就应当依据

申诉材料重点审查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审查原判决、裁定

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充足；二是审查原判决、裁定适用

法律可能出现错误；三是审查原审人民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

序，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四是审查是否有证据

证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

裁判行为。这四种情形，办案人员可以从当事人的申诉材料

中得出初步判断，申诉人的申诉理由，判决书副本，申诉人

对参加诉讼过程的陈述，成为我们判断是否应该立案的根据

，只要我们认真审查申诉材料，仔细询问申诉人，就能得出

正确结论，如果对申诉材料的审查符合《人民检察院民事行

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我们就可

以决定立案，进行下一步的审查。 二、 审查卷宗证据以确定



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 原审法院的判决、裁定

所依据的是法院在判决、裁定中所认定的事实，而上述事实

则依靠法庭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的认定来支持，法庭所认

定的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客观真实、是否符合证据认定的规

则应该成为检察机关审查的重点。在审查证据时，应当把握

证据的三个特征来审查。第一，原审判决或裁定所认定的证

据必须具有客观性。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事实必须是伴随

着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即证据是客观存在的或者是对客

观存在的反映。如书证、物证应当是原件，而不能是无法与

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或复制件；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则只能

是对客观存在遗留下来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事实

。（1）裁定所认定的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所认定的证据与

待证事实之间必须具有内在联系，不能用毫不相干的所谓证

据来证明某一事实。第三，原审判决或裁定所认定的证据必

须具有合法性。即证据需符合法定要求以及收集证据的程序

应当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的

方法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违

反该条取得的证据被原审判决或裁定所认定，则原审判决或

裁定依据这一证据所认定的事实是不正确的，应该抗诉。 三

、审查确定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否正确 1

、是要审查法律关系的性质。所谓法律关系性质，就是民事

案件定性的问题。其主要目的，是为案件确定适用法律的标

准或准则。从基本性质上说，民事法律关系案件应当适用民

事法律，行政法律关系案件应当适用行政法律。从具体性质

上说，物权法律关系案件不能适用债权法，亲属法律关系不



能适用人格权法。在同一案件中，如果既涉及合同关系，又

涉及侵权关系，所适用的法律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的规定，以诉讼请求为准来适用法律。审查民事申诉案件

法律关系性质，我们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

案由的规定》来判断原审判决或裁定所确立的法律关系即案

由是否准确。 2、是要审查法院判决、裁定认定的案件性质

。第一，审查案件的基本法律关系的定性，以确定法院裁判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主管范围。民事、行政案件分属两种不

同的基本法律关系，分别由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主管和行政审

判庭主管。混淆这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造成定性错误，必

定在主管上造成错误，构成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在办案中，

只要发现两大基本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即为适用法律错误，

应当提出抗诉。第二，审查案件的具体法律关系定性是否正

确，确认其适用法律是否有错误。案件虽然在基本性质上没

有错误，但对具体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错误，同样会导致案

件适用法律错误。如将违约赔偿认定为侵权赔偿，将借贷认

定为借用，将租用认定为买卖，将遗嘱继承认定为法定继承

，等等，都属于具体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应予抗诉。第三，

如果一个案件有几个法律关系，应当以案件的主要法律关系

认定案件性质，如果是合并审理的，则应分别定性。如果当

事人的几个诉讼请求分属于几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有的属于

必要的共同诉讼，有的属于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如果原审裁

判对必要的共同诉讼分别进行审理，则为适用法律错误。对

非必要的共同诉讼未合并审理，则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不

应提出抗诉。 四、 审查确定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法律关系主

体是否正确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民事权利、义务的享有



者和承担者。一个公民或者法人，都是合格的民事主体。但

是，在争议的案件中，只有在这个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才

是该法律关系的适格主体。因此，在审查中，要注意分析案

件的特定法律关系是在哪些主体之间发生，争议发生的当事

人是不是适格的主体。《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必须有明确的被告”，这说明在民事诉讼中确定原、被

告时，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民事责任的承担

作为标准。如果原审判决或裁定把本来不适格的法律关系主

体错误地列为原告或被告，则应当提出抗诉。 五、 审查原审

判决是否存在“有诉不判”、“无诉下判” 民事判决是人民

法院对争议案件经过审理后，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适用

法律对案件中所涉及的当事人之间所争议的实体问题所作出

的结论性判定。诉讼请求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要

求，所以，判决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作出，既不能

遗漏诉讼请求，也不能超出原来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如果

存在“有诉不判”、“无诉下判”，则应当提出抗诉。 六、 

审查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在审查法律适用的问题上，首先

要掌握法律适用的原则，按照法律适用的原则要求，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审查法院的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上是否有错误

。 1、是下位法应当服从上位法的基本规定原则。根据我国

《立法法》的规定，法律，法规因为制定的机关和制定的程

序不同其位阶也不同。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任何单行法的规

定，都不能违背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凡是违背基本法基本原

则的单行法规定，都是无效的。国家制定的基本法，是在一

个部门中规定的起到基准作用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都规



定了基本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指导这个部门法制定和实施的

准则。在法律适用中，也是这样。如果在立法上，单行法的

某些规定违背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在案件适用法律中适用这

样的规定，就是错误. 2、是特别法应当优于普通法原则。特

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是法律适用的一条基本原则。由于

特别法相对于普通法在其具体内容上的特殊性，即空间效力

、对人效力、时间效力等方面的特殊规定，因而，特别法就

在特定的范围，对人、时间等问题，排除了普通法的适用，

而只适用特别法。在法律适用中，判决、裁定应当适用特别

法而适用了普通法，排斥了特别法的适用，这样的判决、裁

定就是适用法律错误。 3、是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新法优于

旧法原则，是适用法律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它指的是，在法

律适用中，对同一个问题，法律有前后两种或几种不同规定

的时候，司法机关优先适用新法，即新法的规定排斥旧法的

效力，在新的法律生效后，与新法内容相抵触的原有法律的

内容终止生效，原有法律的内容不再适用。在判决、裁定中

，应当适用新法而没有适用，却适用了旧法，也是适用法律

错误。 七、 审查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正确判决或裁定的程序错

误 对于审判程序的审查，主要是审查法院在审理该案件的时

候，是否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程序

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

办案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四种情形，可能影响正确判决

、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提出抗诉。这四

种情形，都是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对一般的违反程序规定

的问题，是否能提出抗诉，笔者认为审查审判程序，应当区



分情况，分别对待： 第一，对于违反法律规定，该组成合议

庭而没有组成合议庭独任审判、没有开庭审判即径行判决或

裁定、该回避没有回避的，以及其他严重违反审判程序的审

判活动，应当严格要求，查证属证的，即可作为抗诉理由提

出。 第二，对于其他较为严重的违反审判程序的问题，要注

意查清是不是有可能影响法院的正确判决或裁定。如果有可

能影响判决或裁定，可以认定为抗诉理由；如果不可能影响

判决和裁定，则作为应当纠正的问题，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

通知。 第三，对于一般的违反程序的问题，审查确认以后，

可以不作为检察监督的内容，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向被

监督的法院提出意见。 编辑：汤昊 haot@acla.org.cn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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