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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88_91_E4_c122_484001.htm 缺席判决一般是指当

事人一方缺席情况下，法官基于法律上的理由，对案件作出

判决，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当事人双方为了全力维护自己的

权益而避免因不到场可能遭受的不利后果，通常都会在法院

开庭时对席进行面对面的争辩，但是作为一种诉讼活动或者

说过程，实践中，不可避免可能存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

。尤其是民事诉讼属于私法领域，民事案件当事人有权处分

自己的权利，当事人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选择

是否进行起诉、应诉、答辩，是否参加庭审。因此在诉讼过

程中缺席也是理所当然，为了解决当事人不到庭的法律后果

，维护法律秩序，提高诉讼效率，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缺席判

决作了相应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

民事诉讼，当然也涉及缺席判决问题。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处在刑事与民事的交织点上，《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具

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作了司法解释，但存在缺陷，

致使在审判实践中对一方当事人缺席特别是附带民事诉讼被

告人缺席的案件，如何处理，做法不一，影响了法律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基于此，本文仅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缺席判

决存在的问题浅谈个人看法，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缺席

判决的内容及存在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缺席判决内

容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存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缺席的情况。 首先，附带民事诉讼

被告人不仅指刑事被告人，还包括其他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



人。《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

偿责任的人包括：(一)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

没有被迫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二)未成年刑事被

告人的监护人；(三)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其次，除刑事被告人外，其他附带民

事诉讼被告人是纯粹的民事赔偿主体。作为民事主体，他们

有权选择是否答辩，应诉，出席法庭。因此其可能有在法庭

审理时缺席不到的情况，司法实践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刑事被告人除外)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

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况是时有发生。 再次，附带民事诉

讼被告人(刑事被告人除外)不适用拘传措施。《解释》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经过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

根据案件情况有必要拘传的被告人，可以拘传。”这里所指

的“被告人”特指刑事被告人，不应当包括其他附带民事诉

讼被告人，这可以从《解释》的结构、前后用语上加以区分

。拘传是专门列在强制措施章节，与其他强制措施是一并规

定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被告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

者决定逮逋，”这里显然特指是刑事被告人，《解释》在“

附带民事诉讼”章节中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是专门用

语，以示区别。如《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

附带民事诉讼后，应当在五日内向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送达

附带民事起诉状副本，或者将口头起诉内容及时通知附带民

事诉讼被告人，并制作笔录。⋯”此外，对附带民事诉讼被



告人(除刑事被告人外)采用拘传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损法官

中立形象，同时，也违反程序自愿性。出席开庭不仅仅是当

事人的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权利，如果当事人基于各种原

因，愿意放弃出庭权利，即使法律上不利判决，也是其对权

利处分，符合私法自治原则，而拘传到庭则违反当事人自愿

处分的原则，且有刑民不分之嫌。 (二)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允

许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起反诉。 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就是

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

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

赔偿而进行的诉讼。其立法的宗旨是贯彻诉讼经济原则，避

免人民法院，当事人、证人等重复劳动，在惩处犯罪的同时

，及时地挽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效地

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小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

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

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

定，被告有提出反诉的权利。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诉讼中

，被告以本诉中的原告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与本诉的

诉讼标的有牵连的，旨在保护被告的民事权利和合法利益的

独立诉讼请求，反诉是被告针对本诉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

抵销、吞并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反诉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

利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法律对被告的特殊保护。实行反诉制

度，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质量和效串，避免人民法

院在本诉与反诉的裁判上相互矛盾，更好地保护双方当事人

的利益。因此在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应当

享有反诉的权利，即使是作为刑事被告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被



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应当享有法

律赋予的民事权利，不能因为其犯罪而剥夺或取消其反诉权

利，所以，应当允许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提出反诉的权利。 (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刑事被告人

除外)缺席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反诉时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缺席时适用缺席判决。第一判决的事实已经清楚，第二有利

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

诉讼拖延。这与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宗旨是相一致的。 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缺席判决存在的问题的处理。 如前所述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必然存在有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不仅有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包括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经传票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遇庭的情

况。但是《解释》仅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

按撤诉处理，来规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出反诉的，如何

处理?还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刑事被告人除外)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是

否适用缺席判决? 《解释》也没有规定，这显然是司法解释的

缺陷。笔者认为，从完善司法解释的角度，最高人民法院应

当对该司法解释作出修改，在《解释》第九十八条后加上一

句，“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另加

一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刑事被告人除外)经传票

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可以缺席判决。”或者单独作出新的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完

善，当然在新的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应依照我

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1条之规定精神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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