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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之所以要“叩开法院之门”，是因为“立案难”。
“立案难”是一个真问题吗？
法院所认为的“依法不予立案”为何被当事人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解读为“不依法立案”？
《叩开法院之门：中国立案法治化研究》认为，立案涉及规范适用问题，也涉及立案权力、立案制度
、立案法官的职业化程度以及价值观等规范之外的问题。
在二者合力之下，某些案件被法院类型化（标签化），具体包括新类型案件、疑难案件、敏感（重大
）案件。
对于上述类型案件或者不予立案、或者暂缓立案、或者部分立案、或者快速立案，说明法院已经转向
另外一种偏离规则的特别决策过程。
解决问题的路径包括通过立法实现新的权利配置、立案理念更新以及制度变迁，最终的目标仍然是立
案法治化：依法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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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芳，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1993～1996年在北京大学攻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学习，获硕士
学位。
2004-2008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博士学位。
2009——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宪法、行政法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宪法、行政法、婚姻法、劳动法等。
对法律文化、司法制度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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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立案而言，首先要确立的就是法院是否对案件具有审判权限即是否属于法院主管，这也是法院
是否受理案件的根本出发点。
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法规定中，并没有“主管”的概念，该概念是在诉讼法理论中存在的。
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同的案件受理条件，意味着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不同级别的法
院中，立案庭法官都需要针对每一件案件确定该案件是否可以归于法院审判权的“版图”之内，明确
是否属于法院主管。
因此，主管解决的是法院审判权的“版图”问题。
对于此问题，笔者注意到国外的两种经验，并将其与中国比较后发现中国法院的主管逻辑是如何获得
合法性的。
　　（一）法院不能拒绝裁判　　一般而言，西方国家有一个法制传统是我国所没有的，即法院不能
拒绝裁判。
在西方司法理念中，由于基督教文明的传统，西方法律将法官的审判行为等同于上帝的裁判，因而法
官负有正义之债或者说正义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法官不能拒绝裁判。
立案基本上是一种形式化要求：只要符合基本的形式规定，当事人即可将自己的案件提交法官并得到
裁判。
这种理念在拿破仑民法典中得到了最为完整的体现。
《法国民法典》第4条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没有规定、规定不明确或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得以拒
绝审判罪追诉之。
”所谓法院不能拒绝裁判，就是法院必须对递交到它们这里的案件作出裁决，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
从出处来看，《法国民法典》中规定的该条款最初是一种针对“经多次警告仍然不起作用的延迟审讯
现象的特殊法律手段”，即当时君主拥有最高司法权，法官为了从国王的统治中获得自治权而在立法
中所进行的分权努力。
后来又演变成法官面对一个法律没有规定的问题时必须进行裁决。
在德国社会学家鲁曼看来，恰恰是这种规定使得法院具有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也因此具有了结构性
意义，即人们才可能优先选择其他的方式如调解、仲裁等来解决争端。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即使面对疑难案件，法院的大门也势必是敞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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