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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203031．掌握诉讼管辖与回避制度 诉讼管辖包括级别管辖

、地域管辖和专属管辖。 （1）诉讼管辖的概念 诉讼管辖，

是指在人民法院系统中，各级人民法院系统中，各级人民法

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案件的权限分工。诉

讼管辖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2）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指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

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级别管辖是人民法院组织

系统内部从纵向划分各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限，它是划分人

民法院管辖范围的基础。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

人民法院设四级：即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

审民事案件，但另有规定的除外。 （3）地域管辖 1）地域管

辖，是指确定同级人民法院在各自的辖区内管辖第一审民事

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它是在人民法院组织系统内部，从横向

确认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是在级别管辖的基础上确认的。

2）地域管辖是根据各种不同民事案件的特点来确定的，一般

原则是“原告就被告”，原告就被告”，即“被告所在地法

院受理！对其他特殊类型的案件，也是以当事人所在地、诉

讼标的所在地或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的

。 3）民事诉讼法规定，地域管辖有3种：一般地域管辖、特

殊地域管辖、专属管辖。一般地域管辖，是指根据当事人所

在地确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特殊地域管辖，是指根据诉



讼标的或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确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特

殊地域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采取列举的方式予以确定；专

属管辖是指根据案件的特殊性质，法律规定必须由一定地区

的人民法院管辖。专属管辖具有排他性。除上级人民法院指

定管辖外，凡是法律明确规定专属管辖的案件，不能适用一

般地域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的原则确定管辖的法院。此类案

件只能由法律所确认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其他法院无权管辖

。此外，协议管辖也不能变更专属管辖的有关规定。 4）合

同纠纷的管辖。民事诉讼法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合同的双方

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所在地、合同履行地

、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 5）专属管辖 因不动产纠

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4）移送

管辖和指定管辖 l）移送管辖，是指某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发现自己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审理。 2）指定管辖，是指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

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

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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