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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9_99_84_E5_c36_620206.htm 诉讼调解作为审判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根据自愿 、合法的原则，依

照严格的诉讼程序，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

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具有方便 、快捷 、灵活 、成本低

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成则双赢，不成也无输方”，为当

事人提供了一种解决纠纷的全新前景，素有“东方经验”的

美称 .诉讼调解在我国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最高

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 《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

定（征求意见稿） 》，认为诉讼调解是符合我国民众思想观

念和文化传统的有效结案方式，是重要的结案方式之一 .在我

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自诉案件中都包含着诉讼调解的

法律内容，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含刑事自

诉，下同）已被广泛运用 .应当指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

被告人往往就是杀死或者伤害原告人的致害人，因此双方当

事人之间的矛盾在所有诉讼类型中是对抗性最强 、对立最尖

锐的矛盾 .相对其他案件处理方式来说，调解尤其是庭前调解

更具有迅速化解矛盾 、消除分歧 、解决纷争的突出特点，对

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十分有效，已经

成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 .对于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的庭前调解，我们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后发现

，要成功地进行庭前调解，光靠讲解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讲究调解艺术，要善于综合运用心理学 、社会学等多

种知识和多种技巧，才能达到成功调解的目的 .我们将刑事附



带民事审判实践中广泛采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及策略总

结如下，与广大司法调解工作者共同探讨 .（本文所说的调解

主要是指庭前调解） 一 、强化法官的公信力 调解制度是借助

中立法官的公信力，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

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 .在调

解制度中，双方当事人将自身权力自愿置于中立法官之下，

前提条件是法官具有公信力，也就是说法官必须取得纠纷双

方当事人的充分信赖，使当事人能够放心地把自身权利托付

给其调处 .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或部分少数民族村寨，仍然存

在着由部族首领或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调处民间纠纷的情况，

这种习俗与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中具有对法官公信力的要求

在道理上是一致的 .公信力要求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必须坚持当

事人的法律地位 、权益 、人格等一律平等，不能对任何一方

带有感情色彩 .我国传统上是个人情社会，密密交织的人情网

影响着司法审判工作，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任度

，这也是长期以来“人情案” 、“关系案”困扰司法审判的

重要原因 .在我们身边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一个离婚案

件的诉讼过程中，因办案法官写给书记员一张内容与案子无

关的字条，书记员看后随手把字条揉皱扔进纸篓 .后当事人因

怀疑法官办“关系案”而将纸篓的废纸全部偷走 .这件事表明

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精神高度紧张，非常敏感，法官的一

句话，一个手势，一种表情乃至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招致当事

人的误解，并有可能对下一步调解工作造成困难 .这就要求法

官在居中调解时，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注意到细节

，要慎之又慎，细之再细 . 二 、使当事人变成明白人 所谓使

当事人变成明白人，是指法官通过向纠纷当事人讲解与案件



有关的实体法 、程序法等基本法律知识，使当事人对主张权

利 、参加诉讼在思想上有个清晰的轮廓，以便在下一步诉讼

过程中，更充分有效地处置自身权利 .这一步骤是取得调解成

功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制

度虽已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不断完善和健全，人民群众法律意

识比较淡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 .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法律观念整体上讲比较陈旧，这些都说明我们离法治社会

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案件当事人文化素质 、法律

素质普遍较差，甚至对法律程序 、诉讼权利 、应诉技巧一无

所知，这些给诉讼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正如裁判在

体育比赛之前要向运动员说明比赛规则一样，法官同样负有

向当事人讲明诉讼权利义务 、法律程序等的义务和责任 .对

于虽不懂法律知识，但经济条件较好的当事人，可以鼓励他

们委托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诉讼代理人，使当事人明明白白

打官司，清清楚楚参加诉讼 .实践表明，在诉讼调解中，越是

让当事人清楚法律权利 、义务，充分了解法律程序，越能够

使他们把握庭审节奏，掌握一些诉讼技巧，与法官协调配合

，快捷 、有效地促成和解，定纷止争 .相反地，试图利用当

事人对法律无知，采取强制调解 、以判压调手段，往往会激

怒当事人，激起当事人的逆反心理使诉讼调解陷入僵局，造

成久调不决，甚至形成矛盾激化的后果，增加社会稳定的隐

患 . 三 、适时适度冷处理 “饿死不作贼，气死莫为讼”，这

是封建社会人民群众对打官司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长期以来，

在许多百姓眼中，打官司 、进法院，就是“惊官动府”，是

撕破脸皮的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事人怀着这样心态参加

诉讼，往往情绪非常对立，这一点表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中尤为突出 .对于情绪过激的当事人，法官要有足够清醒的头

脑和足够的耐心 .所谓足够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时刻想着如何

运用法律的手段化解分歧，解决纠纷，要时刻保持着睿智的

冷静和理性的镇定 .所谓足够的耐心，是指法官要具有听得进

，忍得住的胸怀，要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细致，在倾听当

事人诉说的过程中进行劝说，在劝说的过程中引导 .对于易于

激动的当事人，不妨试着采取“拖”的方式 .这里的“拖”，

并不是“推拖”的同义语，而是寓调于拖，寓劝于拖 .实践证

明，冷处理是对待情绪激动的当事人的十分有效的办法 .当然

“拖”是有限度的，是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限内适当地拖一

拖，让当事人有时间冷静下来 、理智起来 .在“拖”的过程

中可以同时使当事人了解案件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达成和解

，给双方当事人带来的不利后果，调动当事人依靠法律手段

，解决纠纷的积极性，直至最后化解矛盾 . 四 、寻找调解突

破口 每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的当事人，都有着

一段曲折的经历 .案件不同，当事人素质 、文化水平 、生活

阅历以及在案件中的过错责任等各不相同 .法官要善于根据这

些因素在调解过程中寻找突破口，寻找关键点，促使当事人

达成和解 .我们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件，本地某村村民林某某，

因怀疑其妻孙某某与一男性邻居有染，使用捆绑 、殴打等手

段对孙某某实施了长达二个小时的虐待，事后孙某某向法院

提起刑事自诉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林母与儿媳孙某

某素来不睦，林某某怀疑孙某某有外遇是由于林母的恶意挑

拨 .同时我们还了解到林某某与孙某某是自由恋爱四年后结婚

，婚后感情尚可，并育有一子 .在掌握林某某和孙某某夫妻感

情基础较好，林某某虐待孙某某系林母挑拨的情况后，我们



紧紧把握这一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最后，林某某与林母

当场向孙某某认错，孙某某也表示不计前嫌，自愿撤诉 .在审

结此案后我们认识到，作为法官不能拘泥于卷宗材料，一定

要深入案子背后，尽可能多地掌握案件及双方当事人的信息

，找准突破口，把握时机，及时促成和解，使案件调解成功 .

五 、必须坚持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调解成功的保证 .公正的

法官才能不言自威，才能从容主持审判 .公正的裁决和调解，

才能拥有既判力和约束力，才能被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 .新

时期的法官不但要具备深厚的法学修养 、扎实的理论功底 、

丰富的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同时还要具备高尚的人品和职

业道德 .尤其是后者，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显得更为重要 .

当前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挣钱 、发财再也不是让中国人感

到羞涩的字眼，社会观念发生着巨大变化 .法官队伍正经受着

前所未有的考验 .他们既要承受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

击，又要摆脱层层人情关系网的束缚 .如何奉公执法 、恪尽

职守，同时又要处理好身边的各种关系是每个法官不容回避

的严峻课题 .古人说：“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

服我公 .”归根结蒂，司法公正是法院裁判的生命力所在，法

官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才能定纷止争，才能使当事人息诉服

判，才能使调解成功的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 六 、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

，不单纯是法院的审判工作，而是一项由方方面面共同参与

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在诉讼调解中，我们主张不但充分发挥

法官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充分借助于纠纷当事人所在机关 

、企事业单位 、村委会 、居委会等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因素

在诉讼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为诉讼调解的成功



提供很大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调解中是

一支重要力量 .一般来说，纠纷当事人对其委托代理人具有天

然的信赖关系，而当事人与法官或多或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

法官要充分调动诉讼代理人的积极性，发挥诉讼代理人懂法

知法以及与当事人信赖关系的优势，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 .下

面是我们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实践中，充分发挥诉讼代

理人作用的二个案例：朱某某与陈某均是某建筑工地工人，

施工中二人因琐事发生口角，朱某某把陈某从正在施工的二

层楼推下，致陈某重伤，朱某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陈某

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因陈某经济损失数额巨大，朱

某某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涉诉之初便放弃了和解的希望 .我们

通过建筑公司的律师多次给建筑公司作工作，说服建筑公司

自愿补偿陈某一部分经济损失，这使被告人朱某某重新看到

了附带民事部分和解的希望，重新走到了调解道路上来，最

后在法院的主持下陈某如愿以偿的与朱某某达成和解协议 .另

一例是，本地某镇垃圾清运工徐某某在运送垃圾时被车撞死 .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对肇事司机提起公诉，徐某某的丈夫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老伴死亡造成的经济损

失，坚持要求赔偿数额为“66666元”，声称是为了讨个吉利

数，多次劝解无效后，我们通过其诉讼代理人做其工作，最

终使其放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想法，双方当事人顺利达成和

解。 诉讼调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土地上的一支奇

葩 .可以预言，不论社会条件发生多大变化，在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内，调解仍然是符合我国民众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有

效结案方式之一 。每一位法官都有责任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

传统和宝贵经验，并加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编辑推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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