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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总论、分论和实例各论三个部分。
总论部分主要阐述裁判文书的基本理论，包括裁判文书的功能和意义、裁判文书的制作模式、制作现
状的分析、裁判文书的结构规范和裁判文书改革中的热点问题等。
分论部分重点分析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类裁判文书的写作特征和具体要求，从办案思路、法律思维、
写作技巧等不同角度研究各类裁判文书的基本制作方法。
实例各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对近年来上海法院部分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的裁判文书予以评析。
     本书内容皆来源于审判实践，各个部分的编写者均系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资深法官。
他们将裁判文书的制作经验和心得体会与法院同仁和社会各界分享，以实现取自于司法实践、服务于
司法实践和社会公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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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不引用则无法可依。
但在顺序上应当将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或相关司法解释引用在前，第一百四十条第
一款第三项规定引用在后。
理由是在引用同一部法中的不同法条时，通常按照法条顺序引用；且往往先审查内容，然后采取不同
的形式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必引用，理由是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如果是法院行
使诉讼指挥权和处分权，得不附理由，即不必详尽地引用法律根据；可不经言词辩论，命令当事人以
书状或言词方式进行陈述。
以此为参照，我国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可以不必引用《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而不仅限于
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或第三项不必引用的问题。
第三种意见认为也是不必引用，理由是驳回起诉适用裁定是在诉讼中作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
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对此确有规定，但该条是法律对裁定种类适用的要求，对当事人没有直接的程序和
实体意义。
我们同意该意见并认为，《民事诉讼法》对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当怎样处理没有做出明
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
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39条对此做出了解释，即“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
所以在引用法条时，该司法解释应当同时引用。
驳回起诉的依据即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或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应书写在前，作出裁定的依据
即《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39条书写在后，不能遗漏，也不能颠倒。
（三）“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语句表述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受理的案件，经过
实体审理后，认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或证据不足，或者当事人的诉请无相应法律依据，或
者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等，其提出的诉讼主张依照有关实体法的规定不能成立，
从实体上对原告起诉或被告反诉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张作出的否定性书面处理意见。
其适用的期间是案件审理终结之后的宣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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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编写小组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撰写任务。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编写小组曾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各审判业务庭意见，得到了各级法院的领导与
法官的积极支持，同时还吸纳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纂的《法官素养与能力培训读本》和《基层人
民法院法官培训教材·技能卷》的部分内容。
在此谨表感谢。
本书编撰分工情况如下（以章节先后为序）：胡永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节、第
三编附王建平：第三章周琦：第五章第一节胡勇敏：第七章、第九章毛国芳：第六章、第十章第一节
张文忠：第八章第一、二、三、四节侯丹华：第八章第五、六节，第十章第三节参与本书判决书实例
评析的还有陆文嘉、严军、陆佳、何倩、朱佳平、沈盈姿、余冬爱、贾翌、孙辰曼、杨以生、林俊华
等。
全书由侯丹华、陈全国统稿，陈全国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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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裁判文书制作》编辑推荐：法官智库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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