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案件受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案件受理>>

13位ISBN编号：9787801619044

10位ISBN编号：7801619048

出版时间：2005-1

出版时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

作者：李玉林

页数：268

字数：29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案件受理>>

前言

　　《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丛书》作为最早系统、全面阐述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工作理论与实
务的论著，自2005年出版以来，以其系统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广受法律界好评，推动了人民法院立
案审判工作及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写作的初衷。
　　本次修订系应出版社诚邀。
该丛书发行后，立即得到读者认可，第一版所有书籍在很短时间内销售告罄。
令人不愉快的是，盗版书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店和网络里。
为使读者免受盗版欺诈，人民法院出版社决定再版发行《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丛书》。
　　当前，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时代赋予其新的要求，民众给予其新的期待。
在新的历史起点，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在各国司法文明与中国优秀传统间作出理性选择，司法实践必须
更加关注国情，更加关注公正，更加关注民生，人民法院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
道路阔步向前。
立案审判工作要更好地融入并服务审判全局，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新
发展。
　　近年来，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如在案件受理方面，又有一些新类型案件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案件受理的新规定、新司法解释
；在审前程序方面，各地人民法院不断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尝试以“案结事了”为终极目标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调判结合主义诉讼模式；尤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使法院审判工作格
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民事再审立案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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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案件受理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环节，与案件审理、案件执行共同构成诉讼的基本框架。
诉讼案件受理包括一审案件、二审案件、再审案件、执行案件及其他非诉案件的受理。
一审案件的受理，不仅是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而且直接决定案件能否进入审判程序中来，它作为诉
讼程序的启动枢纽和各类案件的入口，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轻视。
法院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底线保障，各类案件纠纷能否顺利进入司法审判程序中来，案件受理这一环节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审案件的受理，主要涉及到卷宗的传递、当事人上诉权的保护，它与案件审判的效率息息相关，卷
宗移送及时，则整个案件审判周期短、审判效率高。
再审案件的受理，涉及到错误的裁判能否得到及时纠正，申诉人或申请再审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
效保护，它是案件受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再审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确保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合法性，从而维护法院的权威和社会正义。
“立审分立”是人民法院对案件受理工作的重大突破。
“立审分立”后，案件受理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从诉讼程序中分离出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案件受理
制度，建构科学、高效、公正、公平的案件受理程序，是案件受理工作改革的价值取向。
对理论界而言，要对现实中的司法改革给予积极的回应，并以先进的理论给审判改革以正确的引导。
本书一方面梳理近年来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工作方面已成型的做法，回顾立案工作改革的历程，探讨适
合我国国情的案件受理制度；另一方面对各类具体案件、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的受理予以论述，从
而使本书不仅适用于法律实务人员，同时满足教学、科研人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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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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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排期开庭　　排期开庭是借鉴西方国家做法，将其应用于我国审判。
最早实行排期开庭的是山东省章丘市法院，1994年山东省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推广过这一经验
，但因当时“三个分立”尚未实现，实行排期开庭条件不成熟，故未能推开。
排期开庭有五项内容：一排案件、二排法官、三排法庭、四排书记官、五排开庭日。
目前排期开庭方式有两种：一是立案信息输入微机，设定分案程序，由微机自动分案。
二是通过排期法官人工分案。
排期开庭的目的是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设立“隔离带”，防止当事人挑法官，法官挑案件，当事人干
扰司法公正，法官先人为主，避免出现关系案、人情案，把好分案关，清除不分、不快、不廉现象。
排期开庭要做到两点：一要按案件顺序与法官轮回，使法官与案件随机对接。
案件按先后顺序编号，法官轮流承接案件。
二要在运作中使当事人与法官隔离，即案件排期后即移送审判合议庭，由承办法庭阅卷。
同时，由送达人员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哪个案件排给了哪位法官，只有排期法官能够从微机中
查询，当事人不通过法院便无从得知，接到开庭传票，案件已临近开庭，减少了当事人与法官接触的
时间与可能。
　　（三）审限跟踪　　为了提高审判效率，由立案庭实施审限跟踪。
制定审判流程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每一个审判阶段都规定了审限，要求限时完成，不得超期，以督
促法官各级推动诉讼，防止拖延诉讼，杜绝超审限案件。
审限管理，可发挥其以下四方面功能：（1）监督功能，即将个案的审判流程以上网方式在全体法官
中公开，使明白人监督明白人；（2）提示功能，在流程管理软件中设置自动提示功能，避免法官遗
忘或超期；（3）催促功能，当法官未能按电脑提示办结审判事务时专人催办；（4）考评功能，审判
流程管理与法官政绩考评和违法办案追究相结合。
在公平分案和排期前提下，年终电脑显示的法官结案数量，即为其审判效率考评指标；其审结案件因
上诉或再审被改判数与结案数之比，即为其审判质量与效果考评指标；法官因过错违反流程管理被催
办、督办次数及造成的后果，即为法官守纪情况的考评指标与追究依据。
但审限管理不应干预法官独立认证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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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丛书反映了近年来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业务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及最新成果；对国外
法学理论的介绍全面、精要；对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业务的阐述具体、前瞻；对立案审判业务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分析透彻、深刻，其制度完善与改革设想中肯、可行⋯⋯总之，是国内唯一系统、全面阐
述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相关法律实务及理论研完的、极具借鉴与参考意义的工作用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案件受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