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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民事诉讼法律司法解释裁判要旨文书范本(第
2版)》涵盖综合、立案、起诉与受理、主管与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保全和先予执行、对妨害民
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诉讼费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执
行程序、涉港澳台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十七类290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文件，7件最高人民法院编辑出版
的指导案例裁判要旨，9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反规避执行典型案例，4件法律文书。

本书提供79个重点法条索引，并列出其配套法规，便于读者全面迅速查找法律依据。
同时，对重难点法条进行注释和解读，有针对性地对司法实践问题进行阐释，避免适用法条的失误。

《民事诉讼法律司法解释裁判要旨文书范本(第2版)》适用于法官、律师、公司法务、法科师生等专业
人士工作学习使用，同时，也适合大众自学和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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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
  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
  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
二、立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
三、起诉与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
  共同诉讼案件问题的通知
四、主管与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
  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诉讼参加人
六、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
七、保全和先予执行
八、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九、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十、第一审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十一、第二审程序
十二、特别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
  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十三、审判监督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
  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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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问题。
劳动争议案件是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类型民
事案件。
劳动法确立了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一般原则，就是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必须以劳动争议仲裁
作为前置程序。
对于未经实质的仲裁程序审理，人民法院是否应予受理的问题，尚无明确规定。
为了使劳动争议能够及时有效得到解决，对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或决定、裁决
的，可视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已对该劳动争议作出处理，当事人对该不予受理的通知不服，向人民法
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有的地方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将当事人之间是否订有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作为是否应交由仲裁裁
决的先决条件，未区分劳动争议仲裁和商事仲裁或合同仲裁的不同性质，甚至出现了因当事人未订有
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应予注意和纠正。
 关于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问题。
在审理损害赔偿案件时，可比照有关类似行政法规规定的原则来确定赔偿标准和范围。
对于侵害公民人格权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的精神，可判令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
受保护的人格权利既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如生命健康权；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权，如名誉权、肖像权、
名称权等，还包括一般人格权即直接由宪法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在确定赔偿数额时，
要综合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状况、侵权后果、承担责任的资力以及认错态度等因素，斟酌受
害人的具体情况，作出公平合理的判决。
由于现行法律有关这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和做法，我们正在抓紧作出有
关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司法解释，将对当前审判实践中亟需解决的赔偿范围、赔偿标准、赔偿类
别和赔偿金额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规定。
在有关司法解释下发之前，各地在判令侵权人赔偿此类赔偿金的数额和标准时，要从国家经济社会和
文化发展形势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赔偿数额不宜过高，但允许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地区因
地制宜确定不同的赔偿参数，以求做到既对侵权人的行为予以制裁，对受害人所受到的精神痛苦给以
抚慰和补偿，同时还对社会风尚予以正确引导。
一般情况下，对于那些动辄提出索赔上百万元精神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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