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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

前言

本教材是供成人高等教育法律专业使用的《法律文书》教材，是在我国立法机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过重大修改之后编写的教材。由于上述两个重要法律的修
改，各司法机关对其使用的法律文书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增删工作。特别是有关刑事的法律文书修改
和增删的情况甚多。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
不得确定有罪。”由于增加了这一条的明确规定，这样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法律文书中，有关刑事
案件的当事人的法律称谓在正式提起公诉前就必须统一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不宜称为“罪犯”、
“人犯”等。在格式中的文字表述上，涉及某种犯罪时，只能用“涉嫌“某罪，而不能用“构成”、
“犯有”等文字。再者，由于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删除了有关免予起诉的决定的法律规定
，这样，公安机关的免予起诉意见书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决定书就必须去掉。同法第96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这样，在侦查机关中就增加了聘请律师申请书和批准
或不批准聘请律师决定书。此外，由于不少法律条款的实体内容有所改变，在相应的法律文书中的文
字也必须作必要的改动。如原《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逮捕的第一项条件为“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修改后的条款中规定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样在有关提请批准逮捕和批准（或不批准）
逮捕的文书中的条件则必须加以改动。当然实际工作中更必须按修改后的逮捕条件予以执行。加之上
述法律的条款顺序也有较大的变动，即便条款内容未变，而条款序号已有变动。这使得部分已有固定
条款文字的文书也必须作相应的改动。总之，我们在本教材的讲解中，力求符合各司法机关改变后的
文书格式的有关规定。这是此次编写《法律文书》教材的重要特点之一。另外，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
，对文书的制作要求方面力求讲解详尽，以便于成人学习使用。但基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列举大量
的实例。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随同该教材，我们另行编选了文书实例一书，供学员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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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文书》是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主要课程规划教材之一，是按照《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主要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教材。《法律文书》遵循成人教育的教学规律，注重联系实际，注重能力
与素质的提高。全书共分十章，系统地、有重点地介绍了百余种公、检、法等法律部门以及律师应用
的实务文书。《法律文书》适用于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教学和自学考试教学，也可供大学在校生
和法律部门在职工作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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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法律文书的类别法律文书的大的类别（已如前述）是三部分不同性质的法律文书。具体的
类别划分则要依据不同的划类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的标准：1．依文书制作主体为划分标准，
可分为：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海关缉私机关，下同）的法律文书，通常称为侦查文书，检察
机关的法律文书称检察文书，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称诉讼文书或裁判文书。以此类推还有公证文书、
仲裁文书、律师实务文书及监狱文书等。2．依文书的具体功能为划分标准，可分为：报告类文书、
命令类文书、通知类文书、决定类文书、裁判类文书、诉状类文书、笔录类文书等。3．依不同的制
作方式为划分标准，可分为：文字叙述式文书、填空式文书、笔录式文书、表格式文书。此外依文书
的行文体式的不同为划分标准，还可划分为：信函式文书、致送式文书、宣告式文书等。本教材主要
以制作主体的不同为划分标准分章讲授，这样既便于结合不同制作主体的法律职能来讲解各种法律文
书的用途和写作要求，又符合一般的法律程序进展过程。对于某些不同制作主体共同使用的文书，则
集中在一章内予以讲授，例如笔录。这样既有助于讲清楚其共同的写作要求，又可避免重复。第二节 
法律文书的沿革一、中国古代法律文书的产生和演变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深远
的文化渊源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尽管古代的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包含着一
定的糟粕，但也必然保留着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和文化的精华，可供后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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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文书》是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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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想要的书，正版的，物流也很给力，赞一个！
2、书很好，下次接着买，好好学习
3、跟好几家店对面了。还是亚马逊的给力。非常满意
4、还不错，文体都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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