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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委托人民调解 随着社会转型、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利益

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内容、成因等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尤其是新的、复合型、深层次矛盾纠纷不断出现。

这些矛盾有的转化为群体突发事件，有的激化为刑事案件，

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较大压力。单凭诉讼解决纠纷，已不能

满足社会需要。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互补互助的

纠纷解决机制是当前形势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杨浦区

司法局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思路，在探索多元化冲

突解决机制的道路上，始终注重挖掘本土传统法律资源，寻

找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分别与公、检、法三家单位签订了轻

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委托调解，将有

中国传统特色的人民调解与现代司法程序融为一体，实现了

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和统一。实践证明，轻伤案件委托人

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在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节约司法成

本、促进社会和谐以及提高矛盾冲突的社会自我消解能力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轻伤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司法新模式

，不仅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启发和尝试，而且

也为推进平安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带来了新思路。 一、轻伤

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探索与实践 1．公安委托人民调解??积极

探索“刑转民” 作为基层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人民调

解承担了家庭、邻里等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工作，被称为

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



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内容、成因等也都

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复合型、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涌现，尤

其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有增多的趋势，给构建和谐

社会带来压力。据统计，上海市每年发生的凶杀案件中

，50%以上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上海市公安机关每年立案

处理的刑事伤害案件中，90%是因人民内部矛盾激化造成的

。以往，此类案件往往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被害人可以

附带民事诉讼。从结果来看，法律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当事

人之间的积怨往往无法解决，而且还可能越结越深，从而导

致“官了民不了”，带来诸多后遗症。而运用人民调解，可

以把原有的关系维持下来，不至于矛盾加剧，关系僵化。因

此，如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功能优势，在全力预防“民转

刑”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刑转民”，妥善处置因民间纠

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课题。为

此，杨浦区司法局积极拓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新领域，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和实践 “刑转民”的工作机制，于2002年7月30日

与杨浦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对民间纠纷引发伤害案

件联合进行调处的实施意见（试行）》，创设了公安机关委

托人民调解的工作模式。 根据规定，对于因琐事纠葛、邻里

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公安机关受理后，双方愿意调处解决

的，由派出所委托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

处成功后，由调委会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公安机关不再作

为刑事或治安案件处理。如，于某因家庭琐事与弟媳由争吵

到大打出手，造成弟媳鼻骨骨折，经鉴定，构成轻伤。于某

的弟弟得知其妻子被其兄打成轻伤后，鼓励其妻子要求追究

于某的刑事责任，家庭纷争上升为刑事案件。承办此案的公



安民警认为，由于此案由家庭纠纷引起，且加害人事发后主

动赔礼道歉，认错态度较好，将处理案件着力点用在调解上

，尽量避免走入刑事诉讼程序时。在征得双方同意的基础上

，派出所将案件移送到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调解，加害

人自愿赔偿被害人医药费、鉴定费等费用，被害人则对加害

人表示谅解，放弃追究其刑事责任，一家人避免了对簿公堂

，重新和睦相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3年多来，杨浦区

各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调处轻伤害案件890件，其中轻

伤343件，轻微伤547件。调处成功828件，不成功62件，履

行825件，反悔3件。调处成功率93%，履行率99.7%。实践中

取得了“两高、两低”的办案实效，即调处成功率高、协议

履行率高、解决成本低、再犯率低。 2．检察院委托人民调

解??大力推进“刑转民” 公安机关委托人民调解把大量的轻

伤案件排除在了刑事诉讼程序之外，但每年还是有一些因民

间纠纷引发的轻伤案件进入了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和审判阶

段。同时，鉴于人民调解在调处伤害案件中的成效，杨浦区

司法局仍以轻伤案件为突破口，将人民调解进一步引入刑事

诉讼程序中。在总结公安委托人民调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2005年4月，杨浦区司法局与区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在

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规定（试行）》，

将委托人民调解机制引入刑事诉讼的公诉阶段。 根据规定，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因民就纠纷引发的轻伤案件，在双方

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由检察机关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处，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检察机关可以作不起诉处理。如，在校

大学生小锦及其同学在踢足球时，与正在打篮球的小顾及同

学发生矛盾。小锦因一时冲动，拿来自来水管击打小顾的头



部，致使小顾受伤，触犯了刑律，不仅面临牢狱之灾，而且

终身要贴上“犯罪标签”。这对一个大学生说是非常不幸的

，但借助 “轻伤案件委托人民调解”这种司法新模式，小锦

既可免除牢狱之灾，又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杨浦区检

察院将该案件委托给五角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经调解人员的悉心调解，双方最后握手言和。 截至目前，检

察院委托人民调解的6起轻伤案件，人民调解都圆满调解成功

，实现了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截

至目前，检察院委托人民调解的6起轻伤案件，人民调解都圆

满调解成功，实现了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

的统一。 3．公、检、法、司联合发文??彻底实现“刑转民” 

无论是在公安立案侦查阶段，还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轻伤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为进一步

推动和完善轻伤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杨浦区司法局积极

开展调研，设想建立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轻伤案件委托

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彻底实现轻伤案件“刑转民”。这项工

作也得到了上海市委政法委、市政治文明办、市司法局的关

心和支持。最终，杨浦区公检法司四家单位于2005年11月联

合制定了《关于轻伤害案件在诉讼阶段委托人民调解的规定

（试行）》这一规范性文件，就轻伤害案件在受理、立案、

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等各个阶段的委托人民调解程序以及调

处成功后公诉权的退出机制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规

定的出台，使轻伤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做法，贯穿于整个刑

事诉讼的全过程，彻底实现了轻伤案件的“刑转民”。这里

所说的“刑转民”，就是对于一些已经进入或者可能进入刑

事诉讼程序的轻伤案件，通过委托人民调解，促进当事人交



流和解，在对民事部分达成一致赔偿结果后，对刑事部分的

加害人分别作出不予立案、撤案、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等

处理。 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拓展了

人民调解的功能范围，使人民调解从民事案件拓展到轻微刑

事案件，从诉讼外进入诉讼内，使其在调处社会矛盾、维护

社会稳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同时，委托调解工作的开展

也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缓解了“诉讼爆炸”给司法机关

带来的压力。据统计，自这项工作开展以来，由检察机关提

起公诉的轻伤害案件逐年减少，由2003年的110件降为2005年

的51件；由公安委托人民调解的则逐年增加，由2003年的53

件（调解成功48件）上升到2005年的126件（调解成功114件）

。 二、轻伤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带来的三点启示 从办案实效来

讲，轻伤案件委托人民调解无论是在节约司法成本上还是在

减少整个社会的“犯罪标签”以及促进邻里和睦、社区稳定

及社会和谐上，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更为

重要的是，轻伤案件委托人民调解也给我们带来了以下三点

启示： 1．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法治社会，都会产生特

定的纠纷解决机制需求，基于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纠

纷类型、成因等因素，就必然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同时，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动态发展过

程，应鼓励各种探索和尝试，并及时将实践中积累的行之有

效的方法、模式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2．人民调解在中

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深深渗透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民族心理素质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势利导，充

分发挥其作用，完全能够为推进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贡

献力量。同时，在推进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日渐深



入人心的情况下，人民调解的价值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人民调解的领域也应进一步扩大。 3．处理犯罪是一项综合

性的系统工程，刑事法律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问题，把刑事

法律作为处理犯罪的万能处方是不对的，更多的办法是在刑

事法律之外。因此，将人民调解参与调处轻伤案件的成功经

验进一步引入其他轻微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中，也将具有重

要的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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