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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4_BA_94_

E9_97_AE_E3_80_8A_E6_c122_484071.htm 《民事诉讼法》在

司法程序上为民事实体权利的法律保护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该法自公布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中某些不够完

善的规定极易诱发司法不公，从而破坏司法权威，降低司法

效率。现就人们所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

问：二审案件为何不能公开审理 《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

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

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径行判决、裁定。”据

此，可以确定我国二审审理是以直接审理方式为原则，以庭

外调查讯问方式、书面审理为例外。但现行诉讼法对何种情

形下适用书面审理没有明确的规定。上诉案件立案后，是开

庭审还是书面审是个未知数，一切由合议庭(实际是主审法

官)定夺。 司法实践中第二审程序采取书面审理的现象较为普

遍，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询问”当事人往往由一名承

办法官进行，其他合议庭人员不参与，造成事实上的“一人

审判，合议庭签名”的状况，不符合合议庭制度，形成事实

上的简易程序。当事人行使上诉权的直接目的是请求上级人

民法院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以改变一审

裁判，从而达到维护自己民事权利的目的。二审大量采取书

面审理，剥夺了或弱化了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影响裁

判结果的机会和权利。相当一部分案件不经过开庭审理，径

行判决、裁定，不能使当事人信服，造成当事人一再申诉，



劳民伤财。浪费社会资源，不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

同感，使公众对司法产生怀疑，丧失信心。公开与透明是程

序公正的重要保障，书面审理违背了公开审理的基本原则，

不便社会监督，易导致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很容易使

公众误认为权力、金钱、关系比法律更重要、更有效。 笔者

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试图跟踪一案件“审理”，要求

旁听，被承办法官以“本次通知双方当事人来只是询问，不

是开庭”为由予以拒绝，最终该案在没有“开庭”的情况下

做出判决，维持原判。其后，当事人一直向各级法院申诉。 

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二审裁决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权

利能否得到切实保护和实现。因此，应严格限制第二审程序

书面审理方式的适用，可以考虑将本条修改为：“第二审人

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对管辖

异议等裁定的上诉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合议庭认为不需要

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 二问：审判监督程序怎样进

行 审判监督程序是纠正错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制度，

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纠正错案，维护

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的严肃性，保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从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然而

，《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某些规定却无法保

障前述宗旨的实观，如该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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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级

法院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这一程序设置，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司

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再审的目的主要是确认原生效



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是否适当。如果再审由原

审法院进行，则人民法院受案和审理案件便失去了中立性，

形成“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奇怪现象。现在各级人

民法院都在进行法院间的考评、审判员之间的考核和错案追

究，再审结果会直接影响原审法院领导和原审审判员的升迁

、调任，提职、提级等等。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

再审，再审判决往往要考虑这些问题，根本不愿承认审判错

误，而使再审判决失去公正性，使审判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仅

仅流于形式，缺乏现实意义。 现实中，绝大多数案件，上级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申诉或有关案件反映后，只是将案件材

料转往原审下级法院处理，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民事诉讼

法》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如何如何，只是规定了上级

法院的权利，没有规定相应义务，造成大量错案无人过问。

同时，为避免由原审法院审理自己的案件，当事人不得不用

足各种“关系”，力图由上级法院提审，造成司法腐败。 为

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将本条修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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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审。” 三问：涉外案件的审限是多长 

人民法院严格执行审限制度，提高审判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根

本要求。诉讼及时判决原则是世界公认的司法最低限度标准

之一。“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已被无数司法实践所证明，

我国的民事诉讼采取当事人负担主义，当事人必须承担因诉

讼支出的费用。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诉讼成本过大投入，即使最终胜诉的

当事人也会落得赢了官司输了钱的不经济局面，造成对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极大侵害。有的当事人因不堪诉讼的拖延而不



得不寻求其他不法的解决纠纷途径，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 《民事诉讼法》未对涉外案件的审限做出明确规定，只是

考虑到涉外案件的特殊性，规定予以区别对待。该法第250条

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限，不受本法第135

条、第159条规定的限制”，这一立法缺陷造成涉外案件久拖

不决，有的一审两年、三年，甚至五年，严重影响了我国的

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 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加相关规定，可

将本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一审案件应

当在立案之日起×个月内审结，二审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个

月内审结，送达和鉴定的时间不计算在审理期限内。” 四问

：鉴定结论要等多久 《民事诉讼法》未对民事诉讼程序中的

鉴定期限做出相应规定。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事实上

在实践中，鉴定时间是不计算在审理期限内的。如果不对鉴

定时间进行限制，一个案件的审理可能被无限拖延。笔者代

理的一桩工程施工纠纷，就因为法院委托的鉴定机关迟迟不

签发鉴定结论，一审已经拖延了18个月，且尚无法预见还需

多久，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及时保护。 针对

上述问题，建议增加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可修

改为：“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

法定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

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部门在接受委

托后的×月内做出鉴定结论，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经委托

法院同意，可以延长鉴定期限，但最长不能超过×月”。 五

问：法院收到诉讼材料为何不能出具收文凭证 我国颁布的几

部诉讼法均无一例外地规定，法院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

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



章，但却末规定法院收到诉讼材料，尤其是当事人及其诉讼

代理人递交的起诉状、上诉状、证据时应出具相应的收文凭

证。 《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起诉应向法院递交起诉状

。第112条规定：“法院收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经审查，认

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实践中，

有些法院收到起诉状后决定不予受理的，仅口头通知当事人

而不做出书面裁定。当事人没有裁定书，又无从证明自己已

提起诉讼，因而无法就“不予受理”的裁定提起上诉。法院

之所以这么做，有的是源于外部因索的干扰，如行政干涉。

故意给当事人设置障碍，使其状告无门，变相地剥夺了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当事人也因无从证明已提起诉讼导致

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而最终无法对抗“超过诉讼时效

”的答辩。 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而不出具任何收

文凭证，对当事人也是极为不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在举证期

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

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当事人在举证期间内提交了证据材料，若法院因工作疏漏

或因其他原因而将之作为逾期提供的证据材料处理，那么对

案件的判决结果起着关键性作用的证据材料一旦无法进入质

证程序，则很可能导致对当事人不利的判决。相反，一方当

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材料(非新证拥)若被法院列入质证材料

，对方当事人也因缺乏相关凭证而不能对此提出异议。 司法

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诉讼公正这一程



序设计最高价值取向的实观。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

作的灵魂，是我们搞好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审视现有

的民事诉讼程序，不断予以健全和完善，将有效保障司法公

正和效率的实现。(文中的×为法律规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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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