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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诉讼规则合理、完备的前提下，只要当事人主观上不尊重诉讼规则且客观上违反诉讼规
则，造成的不利后果均应由当事人自身来承担，因此导致的裁判实体瑕疵不能予以再审，也不能随意
纠正，除非该实体瑕疵可归因于当事人意志力之外的原因。
 四、再审程序不应当成为没有权利保护功能的“空转机” 2009年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查申诉和申
请再审案件135，409件，在全部生效案件中占1.85％，经再审改判的占0.18％。
2010年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各类再审案件46，214件，其中改判11，729件占25.38％，发回重
审5595件占12.11％，再审改判与发回重审案件占同期全部诉讼案件（一审加二审）的0.22％。
①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量案件进人再审后仍然维持了原裁判实体处理结果，现行再审程序没
有充分地发挥其权利救济功能，相当一部分再审过程沦为没有任何权利保护功能的“空转”。
 再审程序的“空转”现象主要是由于再审事由的非理性设定造成的，如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增
加了一些程序违法情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之事由，却未考虑到许多案件虽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但实体
处理并无不当，即使进入再审程序，依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也应当或只能维持原
裁判结果，这样的“走过场”不仅没有满足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诉讼期待，还浪费了司法资源，造成
再审程序的“空转”。
再审程序的“空转”还表现在无限申诉、再审导致案件裁判结果“翻烧饼”上，一个案件经过多次审
理后又恢复到最初的裁判结果，这意味着中间的多次审理程序都是不必要的。
 要避免再审程序成为没有任何权利保护功能的“空转”过程，一方面，要合理设定再审事由，尤其在
程序违法事由的处理上要更加谨慎，不宜以单纯的程序违法作为单独启动再审的事由，应与实体处理
的明显不当综合考虑，只有二者兼备的情况下，方可进入再审程序。
另一方面，要强调再审程序的复审性质，尊重原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只要原审裁判未达到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程度，其在法律范围内的些许偏差就不应当被改动。
如果不允许这种适度的波动存在，那么每位复审法官就可能因其自身不同的经验作出不同的结论，最
终导致案件审理的永无休止。
因此，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也必须与实体处理的明显不当相结合，方能成为启动再审之事由。
 五、再审程序不应当成为人情、关系、权力、金钱案的“牺牲品” 再审程序之所以“空转”，再审
案件改判率之所以居低不高，除再审事由设定非理性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情、关系、权力、金钱
等的干扰。
如为给老同学、老战友、老上级、老领导一个交代，为争取人大代表对法院报告投赞成票，为避免有
权机关或领导打击报复，等等，即使申诉人或申请人没有道理，认为进入再审不是最终作出结论，而
随意或轻易启动再审程序。
人情、关系、权力与金钱案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再审法官的困扰，损害的不仅仅是对方当事人的权益，
更为严重的是减损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从近些年民事再审实践来看，人情、关系、权力、金钱案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
第179条第1款第2项、第6项，即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两个151子涌入再审程序的。
这两项过于模糊宽泛的规定为人情、关系、权力与金钱案的进入留下了巨大的可操作空间。
遗憾的是在2012年的民诉法修改决定中，这两个“漏洞”仍然未被堵住。
只有将认定事实不清与适用法律错误这两项事由进行进一步细化、明确与规范，才有可能将人情、关
系、权力与金钱案拒之门外。
 以上五个方面的悖论严重破坏了诉讼秩序，必须科学理性地重构再审程序，从而避免、消除它们的发
生、持续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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