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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它对于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促进人民法院裁判质量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1982年，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就设专章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
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对简单，民事案件总量不大，需要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解决的案件相对很
少，其规定也就非常简单，仅仅有4个条文。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主体之间的
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社会交往增多，相应地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矛盾纠纷也不断增多。
为了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的需要，立法机关在1991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
）》进行了全面修订，对审判监督程序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确立了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
审、当事人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三种提起再审的途径，也初步确立了再审事由、申请再审
期限等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一些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批复中也对审判监督
程序的问题作了规定。
1991年《民事诉讼法》以及这些司法解释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于纠正
错误裁判、维护司法权威，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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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正式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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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为了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维护各方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根据2007年10月28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结合审判实践，对审判监督
程序中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进行的重要解释。
为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对每一条司法解释都从“条文主旨”、“条文释义”、“理解与适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
问题”四方面详加阐释。
“条文主旨”提炼了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条文释义”揭示了司法解释的本意，“理解与适用”阐
明了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及实践中应如何加以适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突出了在适用司法
解释过程中需关注的问题。
书中还附录了原有的目前仍然适用的与审判监督程序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性文件以及
根据该司法解释最新确定的审判监督程序文书试行样式。
本书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实用性和权威性，适合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
广大百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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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司法解释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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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5日)(3)第二部分 相关领导就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答记者问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通知最为核心的改革理念是建立再审之诉——《法制日报》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11)落实
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负责人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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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审人民法院在民事
诉讼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已经受理施行后尚未办结的申请再审案件应如何处理的通知(2008年11月25
日)(24)第三部分 条文释义标题(27)引言部分(36)第一条(39)第二条(42)第三条(45)第四条(53)第五条(55)
第六条(67)第七条(69)第八条(71)第九条(74)第十条(77)第十一条(90)第十二条(108)第十三条(114)第十四
条(163)第十五条(175)第十六条(178)第十七条(180)第十八条(183)第十九条(185)第二十条(195)第二十一
条(199)第二十二条(207)第二十三条(211)第二十四条(217)第二十五条(223)第二十六条(227)第二十七
条(233)第二十八条(241)第二十九条(246)第三十条(249)第三十一条(254)第三十二条(258)第三十三
条(262)第三十四条(276)第三十五条(280)第三十六条(282)第三十七条(290)第三十八条(296)第三十九
条(303)第四十条(313)第四十一条(315)第四十二条(318)第四十三条(320)第四部分 文书样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裁判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2008年12月8日)(325)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裁
判文书样式(试行)(330)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10月28
日修正)(42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节录)(1991年4月9日)(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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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1992年7月14日)(45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当事
人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问题的批复(1990年8月5日)(45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令再审的民
事案件应依法作出新判决的批复(1991年3月21日)(45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应
当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992年7月13日)(454)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就当事
人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确有错误时能否纠正问题的复函(1993年1月20日)(45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调解书确有错误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再审的批复(1993年3月8日)(455)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1995年8月10日)(45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
提出抗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持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应否受
理问题的批复(1995年10月6日)(45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因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而申请
再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批复(1996年6月26日)(45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检察机关对先予执行的民事裁定
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理问题的批复(1996年8月8日)(4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破产程序中当事
人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裁定申请再审或抗诉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1996
年8月13日)(4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终结的裁定的抗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
复(1997年7月31日)(45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发现本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
的裁定确有错误以及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批
复(1998年7月30日)(45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人民检察院单独就诉讼费负担裁定提出抗
诉问题的批复(1998年8月31日)(46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
受理问题的批复(1999年2月9日)(46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
请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1999年2月11日)(46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第二审法院裁定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案件，二审裁定确有错误，如何适用程序问题的答复(2000年5月29日)(461)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2000年7月10日)(462)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检察院对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起抗诉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2000年7月10
日)(46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不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
的批复(2000年12月13日)(463)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可否驳回人民检察院就民事案件提出
的抗诉问题的答复(2001年4月20日)(46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不服本院生效裁判案件的若干规定(2001
年10月29日)(46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超出原审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
否应当再审问题的批复(2002年7月18日)(46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不
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2002年7月19日)(466)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关于审理民
事、行政抗诉案件几个具体程序问题的意见(2003年10月15日)(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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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法律的顺位规则。
主要是指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顺位问题。
如果一个下位法规定与上位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则排除适用该下位法。
第二，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适用规则。
如果找出来的两个以上法律规范分别属于普通法规范和特别法规范，则在一般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特
别法规范。
第三，强行法优先于任意法的适用规则。
如果找出来的两个以上法律规范分别属于强行性法律规范和任意性法律规范，则在一般情况下应当优
先适用强行性法律规范。
第四，例外规定排除一般规定的原则。
如果找出来的两个以上法律规范分别属于例外规定和一般规定，比如说什么什么除外或者说什么什么
不在此限，就属于例外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例外规定。
①第五，后法优先于前法。
有的规范制定和实施在先，有的规范在后，一般情况下应当根据后法优先于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找
出在后的法律规范。
第六，作出符合当事人合意的解释。
正如前文所述，合同是当事人合意的载体，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
如果作出裁判违背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必然导致裁判结果的错误。
有关实证案例，请参阅本条附4。
当然，并不是违反任何一种法律适用规则，均会导致裁判结果错误。
特别是在法律规范有的内容是一致的或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都是正确的。
比如，分则优先于总则的法律适用规则，是指若某一法律的分则有适合本案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分
则规定，只有分则没有该问题的规定时，才可以适用总则的规定；具体规定优先于原则规定的法律适
用规则，是指两个以上法律规定，有具体规定也有原则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具体规定，②等等。
有些法律适用规则的错误，是否需要致原审裁判结果错误，才能构成本事由，涉及审查到何程度，我
们倾向认为，不致裁判结果错误的法律适用规则错误，一般不宜裁定再审。
有关实证案例，请参阅本条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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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直接参与调研和起草司法解释的几位法官，共同编写了本书，我非常愿意向
广大的读者推荐这本书。
首先，这几位作者，全过程地直接参与了立法调研和起草司法解释的调研工作，更是直接执笔起草了
司法解释，对于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立法本意，以及司法解释的本意，都有充分、准
确的理解。
其次，这几位作者，都是活跃在办案一线的法官，有着较为丰富的办理申诉、申请再审案件以及再审
案件的经验，他们写出来的这本书，是紧密地结合着司法实践的。
还有，这几位作者，都有着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对于学术界有关民事审判监督程
序的研究成果十分熟悉，他们写的这本书，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江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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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直接参与调研和起草司法解释的几为法官共同编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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