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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法律文书（第3版）》是由全体作者在2007年第二版的基础上
精心、全面地修订而成的。
《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法律文书（第3版）》在继续坚持“针对教学对象的特点，突出
实用性，注意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一原则的同时，充分吸纳了法律文书研究和改革的新
成果，用全新的司法理念和法律文书理论指导法律文书的制作和运用，并按公、检、法、司等领导机
关最新颁行的文书格式及其对法律文书的最新改革优化要求进行编写，因此具有理念和内容的新颖性
。
本教材主体由上编、中编和下编三大部分构成。
上编共三章，主要阐明法律文书和法律文书的制作运用以及法律文书学科，在第二版的基础上，更加
全面地探讨了法律文书的各构成要素，科学地总结归纳了法律文书的制作要求和技艺，对法律文书制
作质量的提高，对法律文书的进一步改革优化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中编司法机关的主要法律文书和下编其他法律文书涵盖了11大类文书，共有83个具体文种，除了传统
的公、检、法、狱政、律师、公证和仲裁等类文书外，我们还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于第二版增写了
“行政机关的法律文书”这一章。
这一章的增设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得到学界的好评。
在拓展研究领域，增强实用性的同时，仍然坚持简要性，用83个文种统领数以千计的法律文书.力求做
到以简驭繁。
本教材还特别注意紧密联系司法实践、法律职业，帮助每位学习者有效掌握法律文书的制作运用，为
以后的司法或法律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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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庆云，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律师，中国法律语言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法律文书研究会
副会长。
著作有：《法律语体探索》、《法律文书评论》、《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中国法律语言鉴衡
》等多部专著以及“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法律文书学教程》（主编）等多部法律
文书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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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程式稳定，不容更易。
 （1）语言表述具有特定程式。
一般文体语言表述灵便自由，虽然有一定的结构规律，但并没有固定的格式。
司法文书却不然，它在长期的法律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一整套严格而特殊的程式，并要求人们遵循这
些规格，不允许随意变更、自由创造。
因此，法律文书既反对在内容上因循守旧、千案一面，又要求表现出每起案件的个性，可是在表述程
式上却要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以第一审民事判决书来说，标题、案号，首部的诉讼参加者（原告、被告、第三人、诉讼代理人等）
的身份事项，案由、案件来源、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正
文部分的事实、理由和判决主文，尾部交代上诉期限和上诉审法院，判决书签发的日期、合议庭成员
和书记员署名、加盖“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章等都有特定的次序和严格的程式，稍有差错，便会影
响判决书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
例如，漏盖“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章，书记员署名移到制作判决书原本的日期之上，看似微不足道
，然而却事关重大，因为正本不盖上述印章，就不具备与原本同等的法律效力，而把书记员署名上移
与合议庭成员（审判长、审判员或陪审员）相连，则意味着书记员属于合议庭成员，这是违反法律规
定的。
此外，民事判决书许多部分还要使用特定的法律术语和固定句式，例如，首部案由、案件来源、审判
组织和审理方式这几项内容，必须按格式的规定表述。
 法律文书语言篇章的程式化不仅反映在案由、案件来源等格式化表述中，更重要的是反映在正文中“
事实”、“理由”、“结论”等实体内容表述的程式化。
例如，按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制定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格式样本（最新版）》规定：一审公诉案刑
事判决书“理由”部分，在“本院认为”之后，必须包括下列四个层次：①根据查证属实的事实、证
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论证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是否成立，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的什么罪；
②是否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者从重处罚；③对于控、辩双方关于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应当有分
析地表示是否予以采纳，并阐明理由；④“依照”之后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阐明判决
的法律依据。
 其实，不仅是刑事、民事判决书，而且所有的法律文书语言都力求表述程式稳定，以保证内容要素完
备，文书规范、合法有效。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及公安部都曾对有关法律文书的内容要素
、表述程式和格式规范作过统一的规定。
有些重要的诉讼文书（如起诉书、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等）的内容与表述程序还在有关程序法（
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中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统一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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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法律文书(第3版)》对附在教材主体之后的《主要法律文书的规定
格式和实例评论》也作了精心修订。
对每一案例的“评论”都进行反复斟酌，力求深层次、多角度地诠释每一范例，使读者得到更多的收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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