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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评论》

前言

　　法律文书是公安、安全、检察、法院等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律师、公证、仲裁等国家
设定法律机构以及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诉讼和非诉讼的法律事务中按照法定程序，就具体案
件或法律事务适用法律而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法律意义的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法律文书是
进行司法等法律活动、实施法律依据、凭证、工具和有效载体。　　就其渊源而言，法律文书随着法
律制度的产生、沿革而滥觞、发展，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古老的法学范畴。古代的法律文书
制作技艺和学术研究，也曾达到相当的水平。新中国建立以来，除了文革十年外，法律文书制作和对
法律文书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法制建设新时期，法制的逐步完善和法律调节面的
大大拓展，使法律文书逐步完善，法律文书研究逐步深入。 一门新的法学分支学科——法律文书(亦
称司法文书)亦应运而主。笋成了各级法律、司法、公安等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　　党的十五大提出
的“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的修订和一些重要法律的制定，都对法
律文书的制作、教学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下，回顾和总结我们的法律文
书教学与研究，确实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不小的差距。 以各地法律文书教学来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脱离司法实践的倾向，联系案件实例少或者展示给学生的实例十分陈旧；在法律文书研究方面虽然成
果不少，但多年来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方面均少有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
改善法律文书教学和拓展法律文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我们感到有必要先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法律文
书案例的收集和研究工作。除了最新出版的书刊资料外，我们更多的是深入司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等
法律机关，还结合本身的律师、特邀法院陪审员等实践，收集和研究案例。有些章节，例如律师实务
文书中的某些文种及公证文书，我们邀请有较高专业造诣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职律师和公证员提供实
例并加以评论。因此，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法律文书评论》是全体撰稿人焚膏继晷、砣砣期年的成果
，也是跨行业合作、取长补短的结晶。　　本书以公安、检察、法院、律师事务所的“侦查、预审文
．书”，“检察、公诉文书”、“刑事裁判文书”、“民事裁判文书”、“行政裁判文书”、“律师
实务文书”为主，并兼及“公证文书”、“仲裁文书”和“笔录文书”，共九类75种90份文书。每一
类文书都包括该类文书的概况和若干种主要文书精选文例的评论，在每一文书的遴选实例之前，我们
提供由最高司法领导机关制定和公布的该文书的规定格式和内容要素。然后展示文书实例，并对该文
书进行评论。一些比较重要、使用频率较高的文书，如起诉书、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第一审民事判决
书、民事起诉状、辩护词、代理词等，还各选几篇不同类型的实例加以评论，以求多角度地揭示该种
文书的制作规程、技艺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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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评论》

内容概要

《法律文书评论(第2版)》内容简介：根据法律、法规的修改情况和法律文书格式的修订，《法律文书
评论(第2版)》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全面的修改和完善。《法律文书评论(第2版)》评论了“侦查、预
审文书”、“检察、公诉文书”、“刑事裁判文书”、“民事裁判文书”、“行政裁判文书”、“律
师实务文书”及“公书”、“仲裁文书”、“笔录文书”，共9类近100份文书。每种文书包括法（规
）定格式和内容要素、案例、文书评论等部分，以求多角度地揭示每种文书的写作规程、技艺和特征
。为便于学生掌握文书写作技巧，书后附有29题文书制作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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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评论》

作者简介

　　潘庆云：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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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评论》

书籍目录

前言第2版说明一、侦查文书(一)公安局立案报告(表)案例一：盗窃案立案报告表案例二：戴××、戴
×被杀案立案报告案例三：傅××被杀案立案报告(二)检察院立案决定书案例：犯罪嫌疑人王××贪
污案立案决定书(三)公安局呈请拘留报告书案例：呈请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施×报告书(四)公安局提
请批准逮捕书案例：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施×书(五)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书¨案例：批准逮捕犯
罪嫌疑人施×决定书(六)侦查终结报告案例：孙××故意杀人案侦查终结报告(七)起诉意见书案例：
刘××等盗窃案起诉意见书二、检察、公诉文书(一)起诉书案例一：被告人王×、曹××等领导和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抢劫等案起诉书案例二：王××、马××等贩卖毒品案起诉书(二)不起诉决定书
案例一：被不起诉人许××合同诈骗案不起诉决定书案例二：被不起诉人郎云×杀人案不起诉决定书(
三)刑事抗诉书案例一：石××故意杀人案抗诉书案例二：童××贪污案抗诉书(四)公诉意见书案例：
张×强、陈×浩等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等案公诉意见书(五)撤回起诉决定书案例：撤回朱×
×挪用公款、贪污、受贿案起诉决定书(六)撤回抗诉决定书案例：撤回对陈××盗窃案抗诉决定书三
、刑事裁判文书(一)案件审理报告案例：被告人方××抢劫、故意杀人案的审理报告(二)第一审刑事
判决书案例一：张××贩卖毒品案刑事判决书案例二：姜××寻衅滋事案刑事判决书(三)第二审刑事
判决书案例：凌×受贿案刑事判决书(四)再审刑事判决书案例：李甲诈骗案刑事判决书(五)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书案例：庹××强奸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六)刑事裁定书案例：孙××故意杀人、抢劫案
刑事裁定书四、民事裁判文书(一)第一审民事判决书案例一：沈×康等诉被告卢×琪继承案民事判决
书案例二：××李华葡萄酒有限公司诉××省亨达葡萄酒酿造厂、××商报社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民事
判决书(二)第二审民事判决书案例一：益华实业有限公司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上诉案民事判决书案例二
：××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民事判决书(三)再审民事判决书案例：××市集资办
筹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民事判决书(四)民事裁定书案例：胡××与高××离婚案民事裁定书(五)第一
审民事调解书案例：郑××与廖××离婚案民事调解书(六)第二审民事调解书案例：王××名誉侵权
上诉案民事调解书(七)民事决定书和民事制裁决定书案例一：张××拘留决定书案例二：张××提前
解除拘留决定书案例三：对×××轮船长罚款决定书案例四：对××中科远望技术公司民事制裁决定
书五、行政裁判文书(一)第一审行政判决书案例一：××南北机械电气工程有限公司诉××市专利管
理局行政判决书案例二：陈××诉××市××公安分局欧、阳路派出所行政判，决书(二)第二审行政
判决书案例：新加坡实×控股有限公司不服批复企业变更纠纷上诉案行政判决书(三)再审行政判决书
案例：罗××等不服土地管理处罚再审案行政判决书(四)行政赔偿调解书案例：××肠衣厂诉××市
卫生局侵犯财产权行政赔偿调解书(五)行政裁定书案例：××省××电厂诉××市技术监督局不服行
政处罚案行政裁定书六、律师实务文书(一)民事起诉状案例一：刘××诉齐××房产继承纠纷案民事
起诉状案例二：××建筑公司诉××市业余大学索取工程欠款、赔偿经济损失案民事起诉状(二)民事
上诉状⋯⋯六、律师事务文书七、公证文书八、仲裁文书九、笔录文书附录：法律文书制作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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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评论》

章节摘录

　　刑事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就刑事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
效力的司法文书。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主要指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裁定书。刑事判决书，按照内
容可分为有罪判决书和无罪判决书；而有罪判决书又可分为科刑判决书和免刑判决书。按照审判程序
刑，事判决书又分为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第二审刑事判决书、再审刑事判决书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刑事裁定书分为第一审刑事裁定书、第二审刑事裁定书、死刑复核裁定书、核准法定刑以下判处刑
罚的刑事裁定书、再审刑事裁定书、减刑假释裁定书、减免罚金裁定书和中止、终止审理裁定书等。
由于案件审理报告反映案件的审理情况和裁判结果，是一种极为重要而且使用频率很高的司法文书，
因此我们也把它作为本章的评析内容之一。　　1993年1月1日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判文书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制作。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修订、审判
方式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文书的样式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自1999年7月1日以来，各级人
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样本）》拟制刑事裁判文书。《法院诉
讼文书样式（样本）》为刑事裁判文书制作提供了格式和事项方面的依据。在语言表述层面上，我们
要注意探究和把握刑事裁判文书自身特点的系列。这种特点的系列可以通过与其他类别的司法文书，
特别是民事裁判文书的对比来考察。

Page 6



《法律文书评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法律文书是公安、安全、检察、法院等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律师、公证、仲
裁等国家设定法律机构以及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诉讼和非诉讼的法律事务中按照法定程序，
就具体案件或法律事务适用法律而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法律意义的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法
律文书是进行司法等法律活动、实施法律依据、凭证、工具和有效载体。　　就其渊源而言，法律文
书随着法律制度的产生、沿革而滥觞、发展，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古老的法学范畴。古代的
法律文书制作技艺和学术研究，也曾达到相当的水平。新中国建立以来，除了文革十年外，法律文书
制作和对法律文书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法制建设新时期，法制的逐步完善和法律
调节面的大大拓展，使法律文书逐步完善，法律文书研究逐步深入。　一门新的法学分支学科——法
律文书(亦称司法文书)亦应运而主。笋成了各级法律、司法、公安等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　　党的
十五大提出的“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的修订和一些重要法律的制
定，都对法律文书的制作、教学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下，回顾和总结我
们的法律文书教学与研究，确实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不小的差距。　以各地法律文书教学来说，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脱离司法实践的倾向，联系案件实例少或者展示给学生的实例十分陈旧；在法律文书研
究方面虽然成果不少，但多年来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方面均少有突破，也是不争的事
实。　　为了改善法律文书教学和拓展法律文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我们感到有必要先扎扎实实地做
好当前法律文书案例的收集和研究工作。除了最新出版的书刊资料外，我们更多的是深入司法机关和
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机关，还结合本身的律师、特邀法院陪审员等实践，收集和研究案例。有些章节，
例如律师实务文书中的某些文种及公证文书，我们邀请有较高专业造诣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职律师和
公证员提供实例并加以评论。因此，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法律文书评论》是全体撰稿人焚膏继晷、砣
砣期年的成果，也是跨行业合作、取长补短的结晶。　　本书以公安、检察、法院、律师事务所的“
侦查、预审文．书”，“检察、公诉文书”、“刑事裁判文书”、“民事裁判文书”、“行政裁判文
书”、“律师实务文书”为主，并兼及“公证文书”、“仲裁文书”和“笔录文书”，共九类75种90
份文书。每一类文书都包括该类文书的概况和若干种主要文书精选文例的评论，在每一文书的遴选实
例之前，我们提供由最高司法领导机关制定和公布的该文书的规定格式和内容要素。然后展示文书实
例，并对该文书进行评论。一些比较重要、使用频率较高的文书，如起诉书、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第
一审民事判决书、民事起诉状、辩护词、代理词等，还各选几篇不同类型的实例加以评论，以求多角
度地揭示该种文书的制作规程、技艺和特征。　　本书写作分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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