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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F_BA_E5_B1_82_E4_c122_481533.htm 基层人民法院的立

案工作是指基层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起诉或者

执行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的诉讼活

动。 立案工作在基层人民法院的整个工作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没有立案，就没有庭审，更不存在执行问题。可以说，立

案工作是审判工作的前提，是法律诉讼的启动程序。立案工

作是将起诉者与人民法院连接到一起的绳索。 但由于我们法

律法规对立案工作的规定不甚完善，立案工作长期缺乏足够

的理论指导等原因，立案工作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工

作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急需改进的问题。一，基层人民法院立

案工作的困难 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工作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如

下两个方面： 1. 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机构的工作任务繁重，

人才不足。一般来说，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数量一年至少也

有5000件，而立案机构的工作人员数是极少的，几乎每一个

工作人员天天都是处于超重的忙碌之中的。 另外，基层人民

法院立案机构除担负正常的立案工作以外，还要承担办理缓

、减、免诉讼费的审批或报批手续，处理告诉申诉来信来访

，解答法律咨询等工作。这些工作都需要有足够的高素质的

法律人才，而基层人民法院在立案机构中一般仅安排4至6个

人。 2. 因基层法院管辖范围较广，服务对象包括许多文化素

质不高、法律知识欠缺者，同时由于这些公众对于律师业的

错误认识以及不信任等原因，在起诉时，他们很少去先寻求

律师的帮助，从而给法院立案工作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例如，在基层法院，有的当事人在提交的材料中，证明其

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往往不具备，甚至有的人只知道“我要

告状”，以致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机构在实质上也担负起法

律援助服务机构的工作。 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工作中遇到的大

量不应立案的请求，析其原因，除起诉者素质以外，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社会单位及机关在工作中草率胡乱的为

相对人“出谋话策”。一些单位或者机关在遇到自己不愿意

处理或者处理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不负责任的让相对人

到法院起诉。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起诉者大量存在，但实际

上，此类起诉中，大部分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根本不属于

人民法院立案管辖的范围。这样的立案请求的大量与长期存

在严重妨碍了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工作的效率的提高。二.改

进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对策 改进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工作

是司法事业发展的要求，是需要法院自身与社会共同努力的

事业。 1. 基层人民法院立案机构要根据当地实际，坚持以“

公正与效率”为工作原则，加强立案工作的理论研究与机构

改革。基层人民法院立案机构在立案工作中应当坚持公正的

原则，积极主动的探索新的工作方式，优化立案机构的自身

机构及工作机制，不断提升立案工作的效率。 2. 基层人民法

院在立案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安排上要注重“质”与“量”的

提高，保证立案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整体的高知识性，高能力

性。以使得立案工作顺利进行，保证合理立案的实现；同时

，还能够做好法律宣传及教育起诉者的工作，消除因未被立

案而大闹法院的不良现象。 3. 注重发挥当地法律服务所、律

师事务所的作用。各地司法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法律服

务者的监管，提高他们的社会信誉。以便社会公众选择通过



法律工作者、律师的帮助来进行起诉。从而降低证据不足，

光知要起诉不知应如何准备或者准备哪些起诉材料的影响立

案工作效率的现象的产生。 4. 完善与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工作

有关的法律法规，对立案程序、立案工作范围、是否应当立

案的标准进行法定化、严格化。 此外，还要注重对基层人民

法院立案工作的法制监督。要避免出现因立案工作者与起诉

人群常为认识人而产生“拉关系立案”等有违公正的现象，

保证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工作能做到公正与效率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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