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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BA_E6_B0_91_E6_c122_481419.htm 目前，发现许多原

告将民事诉状递交到人民法院（包括其派出法庭），法院经

审查后，决定不予受理（也称不予立案），或者受理后，在

庭审时发现不应受理，而作出驳回起诉的，只用口头裁定，

不发给原告裁定书，使得原告无法上诉，告状无门。 一、人

民法院对当事人起诉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案件，能否用口头

裁定？ 回答是否定的。 国家保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民事权利与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如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生

争议或遭受非法侵害时，他就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

这种保护是通过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来实现的。而人民法院

行使民事审判权，是由诉而引起的。诉又分实体意义之诉和

程序意义之诉。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起诉不予立案和驳回起诉

，是消灭民事争议权益程序意义上之诉，同时也消灭了实体

意义上之诉。诉权同时又是一种法律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

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主管权，同时也是赋予当事一种民主权

利。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实行两审终

审制度。所谓两审终审，就是指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级人

民法院的审判，即终结诉讼的审级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的第一审判决和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是本生效的裁判，如果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裁定不服，在接到

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有权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如果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或立案后经审查认为不应立案

而驳回起诉，只用口头一裁了之，不服裁定的当事人无法行



使上诉权，上诉到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请求会因为没有依据（

即裁定书）而被驳回。可见一审法院用口头裁定，非法剥夺

当事人上诉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当事人民事争议的实体权

利。从程序法上讲，一审法院实行对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的

口头裁定，实质上形成了一审终审。 二、人民法院对起诉能

否受理的审查范围。 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起诉状或口头起诉

，只作程序上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审查，而不能作实体上

的审查。民事诉讼法第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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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

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对符合第108条的起诉，

必须受理”（民诉法第111条人而时常发现有些基层人民法院

及其派出法庭在接到当事人民事起诉状时，却进行了实体性

审查，例如审查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并将双方当事人传到法

院，进行对实体争议的询问。有一个派出法庭原任庭长（时

任审判员）接到原告起诉状后，对原告提供的票据材料看了

一下后就说：“你这不是证据，只有欠款欠条才能作出证据

”，当场用口头裁定不予受理，并将诉状退还起诉人。按民

诉法规定，是不是证据只能在开庭后，通过举证、质证、辩

论，法庭才能认证，没有通过“三证”环节，如何就认定当

事人提供的票据就不能是证据？ 三、人民法院审查是否立案

的期限。 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

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

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

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而

目前发现许多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接到当事人诉状后，



一拖很长时期不予答复，有时长达5个月之久，经起诉人再三

催问也无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二款规定：“不予受

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另据

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7）7号“印发（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

作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12条规定：“不予受理和驳回起

诉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起诉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

民法院印章”。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对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的裁定，不能用口头一裁了之，必须制作民事裁定书，并向

原告送达。如果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且不发给民事裁定书

，原告如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即使上诉了，二审法院

会因为上诉没有依据（即裁定书）而会驳回上诉的，这无形

中无端剥夺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同时剥夺当事人请

求人民法院保护实体权利，是侵犯公民的民主权利行为。 四

、审判人员不发裁定书的原因何在？ 一是图省事，怕麻烦。

制作裁定书按照法律规定又得写、又得报批、又得打印、盖

章。多费事！不如用口头一裁了之。二是负责立案审查的法

官法律知识、文化素质不高，书写裁定书有一定困难。目前

发现许多基层法院立案庭（室）负责审查立案多是些老同志

，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多数。笔者曾听到一名法院副院长

说：“我每次签批裁判文书，不光审查法律方面问题，我还

得给他们修改错别字和语句不通顺地方’。三是抱私枉法。

有时起诉的案件与审查法官有利害关系，或者被告人是自己

的亲朋好友，有的因为接受被告人好处等。 五、审判人员用

口头裁定，不发裁定书的法律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

年9月公布的（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第5条规定



：“违反法律规定，擅自对应当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或者

对不予受理的案件违法受理，或者私自受理案件的”，属违

法行为，应当追究负责审查此案的审判人员法律责任。 六、

当事人面对不发裁定书，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诉权？ 根据宪

法和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口头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当事人如不服，可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和院长

提起申诉，或者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还可以向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请求他们依法行使监督权，要求撤销一审法院不合法的裁

定，责成其立案或发给书面民事裁定书。 综上所述，人民法

院对原告起诉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必须制作民事

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的审判人员。书记人员署名，报请庭长

或院长批准，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绝不能用口头一裁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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