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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最高人民法院建院６０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我们编辑出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大全》一书，对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 《公报》）创刊以来发布的近６００个

典型案例进行全面整理、汇编，意在通过本书对 《公报》案例工作进

行全面总结，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同时也以此

庆祝新中国６０周年华诞，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建院６０周年献礼。

《公报》是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官方文献汇编，是最高人民法院

向社会公开发布各类重要司法信息的权威载体。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

以文件形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司法统

计、裁判文书、典型案例以及其他重要司法信息，均以在 《公报》上

刊发的内容为准。长期以来，《公报》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

而 《公报》案例更是深受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公报》案例是唯

一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名义发布的案例，在发布之前都经过了严格的

审核程序。早期的 《公报》案例都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通过后发布的，九十年代末至今的 《公报》案例，在发布前也都经过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室和分管院领导严格审核把关。惟其如此，

《公报》案例虽然大部分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判的案件，但这些

案例所涉及的关于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司法价值取

向，都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直接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观点，具有突出的权威性；《公报》案例是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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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多案例中认真筛选出来的，其选用标准非常严格，具有鲜明的典

型性；《公报》案例在编写方面也具有特殊的要求，体例上以裁判文

书的形式为基础，全面反映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审判过程，写作方面

则一贯坚持逻辑严谨、说理透彻、通俗易懂，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基

于上述特点，《公报》案例被广大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视为业务学

习的重要教材、法学研究的重要素材，最高人民法院也将 《公报》案

例作为实行案例指导的重要方式。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研究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广大法律工作者乃

至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案例指导工作，在此背景下，对２０多年来

《公报》刊发的案例加以全面总结并汇编成书，我们认为是一件具有

重要意义的事情。

本书全面收录了 《公报》自１９８５年创刊以来发布的近６００个案

例，总字数２８８万余字。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在编辑体例上做了

精心设计，全书按照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和其他案例

类别分成六大部分，每个大部分中又根据案例涉及的法律性质分成若

干小部分，每个小部分中的案例则按照在 《公报》刊发的年代、刊期

进行排列。本书收录的 《公报》案例年代跨度较大，而２０多年来

《公报》案例的具体编写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变化，例如早期的案例没

有归纳裁判摘要，案例的题目也有失规范和统一，等等。在汇编过程

中，我们没有对上述问题做过多的加工，而是基本保持 《公报》案例

的历史原貌，主要考虑是：第一， 《公报》案例都经过严格的审核，

作为汇编者，我们不宜对案例的实质内容进行修改或调整；第二，

《公报》案例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

的发展进程，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向广大读者全面、真

实地呈现 《公报》案例的历史原貌及其发展过程，这也有利于广大读

者全面了解 《公报》案例、正确理解 《公报》案例，进而更好地研究

《公报》案例。需要说明的是，２０多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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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完善，制定、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对许多法律、法规进

行了修订，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许多新的司法解释。而不同时期的

《公报》案例，都是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审判的。因此，

可能有些年代不同、案情相似的案例，在法律适用、裁判结果等方面

存在差异。这是正常的，也不影响案例的正确性。

我们真诚希望本书为广大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学习、研究 《公

报》案例提供便捷有效的帮助与支持，希望本书为规范、完善我国的

案例指导制度作出一定的贡献。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的编辑必然

存在不足之处，甚至可能存在错误，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二〇〇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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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沈德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最高人民法院建院６０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辑出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大

全》一书，对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 《公报》）创刊以来发

布的近６００个典型案例进行全面整理、汇编，这不仅是对 《公报》案

例工作的全面总结，也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的一项重大

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

１９８５年，经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决定，并报彭真同志同意，

《公报》正式创刊。《公报》的创刊，是改革开放后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法院工作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落实宪

法规定的审判公开原则的一项重要举措。２０多年来，在历届最高人

民法院党组的领导和关心下，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的共同

努力下，在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支持、关爱下，《公报》工作不断发

展，从最初的季刊逐步变成双月刊、月刊，内容越来越丰富，社会影

响也越来越大。作为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官方文献汇编，《公报》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国务院公报》、《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报》并称为我国四大权威发布载体。《公报》目前除在国内公

开发行外，还在１５个国家和地区公开发行，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推

＊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出了英文网络版。《公报》不仅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司法解释、司法

文件、司法统计、裁判文书、典型案例等司法信息的权威载体，也是

加强审判业务指导与学习的重要园地，同时还是人民法院宣传审判工

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向全世界展示我国司法形象的重

要窗口，在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宣传法院工作、促进司法

公开、维护司法权威、树立司法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

作用。

在 《公报》上刊发典型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推行案例指导的

一种重要形式。案例指导是上级人民法院以典型案例对下级人民法院

审判工作进行指导的一种工作方式。与其他审判指导方式相比，案例

指导工作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作用，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典型案例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从当前世界各国的

司法制度看，不论是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十分重视

对典型案例的总结和公布。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是法官裁判案件的

直接依据，是主要的法律渊源；在大陆法系国家，案例也是法官适用

法律的重要参考依据。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新中国成立以

来，为了更好地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非常

重视典型案例在审判实践中的作用，印发了大量典型案例指导各级人

民法院审判工作。《公报》创刊后，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 《公报》为

平台，定期公布各类典型案例，将 《公报》案例作为指导各级人民法

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形式，从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案例指导工作，扩

大了案例指导的规模和影响。实践证明，通过 《公报》案例指导审判

实践，有利于广大法官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法律，统一司法尺度，促进

司法公正，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公报》案例逻辑严

谨、说理透彻、通俗易懂，长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真

实、具体的 《公报》案例，不仅是人民群众学习法律知识的生动教

材，也是他们了解人民法院工作、理解人民法院工作的鲜活素材，在

·２·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大全



树立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的良好形象、维护司法权威方面发挥了独特的

作用。

当前，我国已进入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

情和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赋予人民法院新的历史使命，人民

法院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更加重大，服务经济建设、

推动科学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挑战

更加严峻，自身改革、发展和建设的要求更加紧迫。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人民法院要履行好新的历史使命，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 “党的事业至上、人

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

法制度作为重要的政治方向；把中国国情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依据；

把实现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衡量标准；把

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追求；把严格公正文明司法、保障社

会公平正义作为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把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为组

织保证，更好地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能，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最大程度地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深刻指出，“对人民法院来说，执

法办案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为经济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和司法服

务，最终要由审判工作的成效来体现。为此，“要建立和完善业务学

习制度，围绕审判和执行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及时更新法律知识、

提炼司法经验、统一裁判尺度”；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和把握我

国的司法实践，把我们自己的经验总结好、推广好、发展好”。这些

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

·３·序　　言



指导，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的工作大局，注重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准确把握人民

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现实需

要，注重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强案例指导工作，更

好地发挥案例指导的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大全》全面收录了自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８年

《公报》发布的近６００个案例，这些案例涉及刑事审判、民事审判、

行政审判、执行和国家赔偿等各个审判工作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２０多年来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进程，是全国各级人民法

院广大法官法律智慧和司法经验的结晶。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我衷

心希望本书为广大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学习、研究 《公报》案例，

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人民法院工作，提供便捷有效的帮助与支持。相

信本书的出版将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新的贡献。

谨以本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最高人民法院建院６０
周年献礼，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人民法院事业蓬勃发展！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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