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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重点与方法》

内容概要

《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重点与方法》是作者对长期从事检察业务工作的总结和提炼，汇集了全国检
察系统业务专家的办案技巧与经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读性，是一套对检察实践有指导
作用的检察业务丛书。《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重点与方法》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内容丰富
，实务性强。二是结构合理，条理清晰。三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探索内容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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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其国，中国检察出版社社长、总编辑。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同年参加检察工作。曾供
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
社副总编、《人民检察》杂志主编等职。2000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东剑虹，男，1956
年5月生，江苏兴化人，1983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任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级高级检察官，领导苏州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撰写的“检察机关‘分类审查、流程提速’机制初
探”一文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检察机关优秀检察应用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主编了中国检察出
版社出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剑之光--苏州检察理论
研究文选》等多部著作，并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李赞，男，1967年6月生，山东莱州人，
大学学历，法律硕士，现任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苏州市法学会副会长，所撰论文“民
事检察监督主体结构模型初探”获得第三届全国民事行政检察理论研讨会二等奖，所撰论文“人民监
督员制度设计探析”，“社区矫正制度初探一美加社区矫正制度·我国的实践”分别获得2004年度
和2005年度江苏省检察机关优秀检察调研成果一等奖，曾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等国家级刊物发
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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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检察业务技能丛书》总序序第一篇　民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主体第一章　民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主
体结构一、民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主体结构概述二、民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主体结构分析第二章　民
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主体一、民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主体概述二、监督主体三、被监督主体第三章　
正确处理民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正确处理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的关系二、正确
处理人民检察院与诉讼当事人的关系第二篇　办理民事行政检察申诉案件的程序与规范第一章　受理
第一节　受理的形式审查一、形式审查的部门二、形式审查的主要内容三、相关疑难问题第二节　不
予受理的若干情形第三节　受理的流程第二章　立案第一节　立案权的行使及其法律后果一、立案权
的行使现状二、立案的法律后果三、立案时应注意的问题第二节　立案的条件一、原判决、裁定认定
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可能有错误的三、原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
，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行为的第三节　立案的流程第三章　审查第一节　证据审查一、单一证据的审查判断二、全案证据的
审查判断第二节　举证责任审查一、举证责任的概念二、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审查三、对当事人自
认的审查四、对免除举证责任事由的审查第三节　审查的流程第四章　提请抗诉和抗诉第一节　抗诉
条件一、民事案件的抗诉条件二、行政案件的抗诉条件⋯⋯第五章 不抗诉和终止审查第六章 再审程
序和出庭第七章 规范民行办案机制第三篇 办理民事行政检察申诉案件的方法第一章 民行息诉工作的
方法第二章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审查方法第三章 民事行政检查法律文书制作第四章 再审检察建议第
五章 申诉和解第四篇 民事行政检察申诉案件的疑难问题与处理方法第一章 几类重点民事行政检察申
诉案件的审查方法第二章 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第五篇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实践探索
与发展第一章 对支持起诉的实践探索第二章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践探索第三章 对执行
程序的检查监督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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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不予受理的若干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一）人民法院
判决、裁定、调解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　　这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对象和范围的限制。当事人向人民检
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抗诉，属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范畴，而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置是要给当事人最后一
个救济途径，通过抗诉来启动再审，进而纠正原判决、裁定、调解的错误，如原判决、裁定、调解未
发生法律效力，则当事人应通过上诉等维护自己的权利，即应在正常权利用尽的基础上，再行使申诉
权。　　（二）申诉人须是生效判决、裁定、调解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的除外　　这是对申诉人资格的限制。民事权利意思自治，是一项通行准则，民事权利是否行
使、怎么行使，是权利人自己的选择，在该权利不涉及他人的前提下，他人无权干预。同样，当事人
或利害关系人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的评价如何、是否需要寻求救济、如何寻求救济，都是其自己
的事，未得到其授权，不得代行。因此，我们在审查时，必须从严把握，他人代为申诉或律师代理申
诉的，应有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授权委托书，否则不予受理。　　（三）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
系或者收养关系的，但对财产分割部分不服的除外　　婚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同属人身关系，解除婚
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的判决或调解生效后，就不可能再恢复这种关系，如再审会出现再审判决与现实
相冲突等问题，因此，《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
决，不得申请再审。而人民检察院抗诉是必然启动再审的，同样会出现上述结果，当然应将此类案件
排斥在受理范围之内。　　（四）当事人在原审中申请撤诉或者被原审人民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的案
件　　该类案件人民法院往往以裁定结案，这一裁定也仅仅是对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评价，对实体争议
未作评判，同时，理论上也认为撤诉应视为自始未起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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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
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这类案件不具有申诉的基础条件，可告知当事
人再行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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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重点与方法》兼顾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突出实务性，强调理论研究的实
用价值。尤其是民行抗诉案件的审查方法、民行息诉工作、再审检察建议、申诉和解方法、法律文书
制作方法、民行检察申诉案件的实务疑难问题等，都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可以为民行检察
办案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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