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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从司法实务中剔除？ ■法官：如果我们国家实行立案

登记制，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滥诉行为的发生。这样会给法

院带来很重的负担。 ■专家：由于一些法官存在简单机械的

理解法条，将审查起诉证据局限于是否符合起诉条件，造成

审查宽严失当，甚至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 一家的羊偷吃了

邻居的几片青菜，双方争执不下诉至法院，竟然为此事在法

院前后打了 5 年多官司，才终于达成调解协议。这是发生在

河南省巩义市农村的一起普通民事案件。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一位资深法官很有责任心地讲：“我们本就有限的司法资

源被这样浪费，你不觉得痛心吗？”当时很多人认为：“类

似这种高成本的‘民间小官司，在当前社会中已呈愈演愈烈

之势。”他们提出：“我们用什么来制止这种滥诉行为？” 

“如果我们国家实行立案登记制，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滥诉

行为的发生。在案件受理环节，主要问题是当事人滥诉。这

样会给法院带来很重的负担。”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法官直言

不讳地告诉记者。 “浪费司法资源”一说一度占居主流。 也

有评论人士指出：在我国打官司难是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

我国法院至今实行的还是立案审查制，而不是类似国外实行

的立案登记制，立案时法官已经跟你来个挑肥拣瘦，在有的

地方某些案件存在不受理“潜规则”，老百姓想打官司往往

第一道立案关就过不了，在这样的立案审查制的背景下法官

还在说司法资源浪费，审判中还如该报道所言“从法律的角



度讲，对于许多细琐的纠纷不可能很清楚地判定”，这委实

让人心理上不舒适。 案件被停留在法院是否要给这样的“羊

吃青菜”案子的立案这个环节上。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112 条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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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可以认为这

是我国实行的立案审查制度的具体规定。 “按照现行的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不去给这样‘羊吃青菜的案子立案，对

于法院来讲是绝对占主动地位的。” 中南政法大学的 洪浩 教

授分析。 今年 3 月初， 江伟 教授在本次关于《民事诉讼法》

的修改蓝本中明确：“修改建议稿取消了立案审查程序，规

定只要当事人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不得拒收，无

需审查就应当立案登记。这样，每一个提起的诉讼都成为法

院实实在在处理的一个案子，可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

利。” “选择哪一个关键是看哪一个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

诉权。按照目前最高院的立法趋势应当可以看出，我们正在

向着当事人本位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民事诉讼环节确立立案

登记制是早晚的事情。” 洪浩 教授很有把握，“事情向前看

，我们改革的初衷是用当事人的权利去约束司法权，从而改

变起诉难。” 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立案审查制

下，法官所审查的是，原告如何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自己的青

菜被他人的羊吃过，而且是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也就是说

，法院所审查的关键是证据，没有证据只有诉状现在是不可

能给予立案的。 有专家指出，由于一些法官存在简单机械的

理解法条，将审查起诉证据局限于是否符合起诉条件，造成

审查宽严失当，甚至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这是改革立案审

查制度的症结所在。因为更多的当事人起诉时并不一定具备



他所期望的证据，而是更多的寄托在后续的审理过程中。立

案登记制就是要改变这个现状，使仅有诉状变为可以起诉立

案的唯一根据。 那么，“滥诉”这个词是否可以说将来会被

从司法实务中剔除呢？ “确立立案登记制度是一项复杂的工

程，这需要很多配套措施的出台。比如送达制度，原告应当

保证将诉状送达被告，否则就要承担不能开庭的后果。登记

制不是毫无限制的。”洪皓说，“我们在保证当事人诉权的

情况下，细化有关法律规定完全可以防止滥诉行为的发生。

尽管在法治社会里，法院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法院并不是万

能的，倘若对法院受理的案件不加限制，则势必造成社会分

工不明，法院审判职与社会其他机关的职能混同，最终导致

法院审判职能的丧失。” 相关链接： 加拿大立案登记制：按

照加拿大各省的法律，其国内的民事案件采取登记制，即案

件登记官（书记官）只负责帮助原告填写登记表格等文件，

对案件无权进行立案审查。原告启动传唤程序、向法院提交

诉状启动通知并将之送达被告。被告需向法院递交并向对方

送达答辩通知；在被告提交答辩后，该诉讼程序被分配至一

个案件管理小组，小组包括案件管理法官、案件管理主任以

及法庭职员；案件管理法官或主任有权延长或缩短司法命令

或程序规则设定的期限，亦可命令案件在快审程序与普通程

序间转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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