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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0505.htm 第七节 人民法院与人

民检察院 一、人民法院 1．人民法院的性质，法院是国家的

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

人的非法干预。地位，人民法院分为很多级别，最高人民法

院是国家最高的审判机关，地方法院是地方的审判机关，还

有一些专门法院是专门审判机关。从国家机关的关系来看，

无论是哪级的国家审判机关，他们都是从属于本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组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法院要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

会和地方法院的关系也是同样的从属关系。 2．人民法院的

组织体系和职权，从组织体系看，法院是由三种法院组成：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

）、专门人民法院（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

。要了解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权利，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

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行使的职权。 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

系、级别、设立地点、设立部门，它是按照特定部门或特定

案件来设立的，不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立的，有军事法院、海

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军事法院有解放军军事法院，军区

法院，军级法院三级。海事法院只有一级，设立在港口城市

，相当于中级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分为两级，铁路分局设的

基层的法院和铁路局设立的中级法院。 3．人民法院的组成

和任期，最高法院由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等若干人组成。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院院长的连续任期不得超



过两届，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基层法院由院长、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等若干人组成

。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院长任期都是5年。 4．法官制度，

任职资格和任免问题，法官法明确规定，初任法官必须通过

司法考试。不得担任法官有两个条件：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

罚的和被开除公职的。从最高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其他法

官的任免到基层法院的法官的任免都应该重点掌握，最重要

的是省、自治区按照地区设立的和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

法院的院长，他们是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

来决定他们的任免，副院长和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庭长、副

庭长、审判员是由高级法院的院长提名，由人大常委会任免

，助审员是由本院的院长来任免。 法官不得兼职，法官不仅

在人大常委会中不得兼职，还不得兼任行政机关，检察机关

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务，也不得兼任律师，不得从事营利

性的经营活动，不得参加非法组织。法官的等级分为的级别

了解一下。 二、人民检察院 1．人民检察院的性质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

督，同时又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监督。人民检察院要向

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2．体系：由最高检察院、地方

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构成，地方检察院按照行政区域的名字

来称呼：省院、分院、县检察院、市检察院等。省级人民检

察院和县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后，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设立一级人民检察院作为

派出机构。 3．最高检察长的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下面

的检察长的任期没有这个规定。检察长由本级人大决定任免

后，还要由上一级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审查本级的人大常委



会的决定后才能任免。 4．检察官的制度中，记住要检察官

的任职条件和不得担任检察官的条件，还有初任检察官要通

过司法考试，以及分院各种职务的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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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