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

四、民事诉讼审判程序

审判程序

第一审程序
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

第二审程序（又称上诉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等

（一）第一审程序

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经济案件适用的程序，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

1.普通程序

普通程序是民事、经济案件审判中最基本的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起诉和受理条件

①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②有明确的被告；

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④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管辖范围，同时还必须办理法定手续；

⑤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后，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 7 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

（2）审理前的准备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５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

（3）开庭审理原则

庭审主要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对于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

解，调解不成的，应当依法及时判决。

2.简易程序

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所适用的既独立又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

（1）适用范围：简易程序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

（2）简易之处：

内容

①开庭方式便利 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

②传唤、通知、送达方式简便
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

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

③审判简单 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3）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①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②发回重审的；



③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④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⑥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

⑦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4）小额诉讼程序

在满足简易程序的前提下，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适用更为简易的小额诉讼程序。

【解释】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可以一次开庭审结并且当庭宣判。

【注意】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①人身关系、财产确权案件；

②涉外案件；

③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案件；

④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⑤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案件；

⑥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的案件。

【例-判断题】被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

答案：×

解析：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发回重审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适用审判监督

程序的；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其他不宜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例-多选题】根据《民事诉法》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符合的法定条件有（ ）。

A.有书面诉状

B.有明确的被告

C.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D.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答案：BCD
解析：起诉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选项 D）；

（2）有明确的被告（选项 B）；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选项 C）；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管辖范围，同时还必须办理法定手续。

（二）第二审程序

又称上诉程序，是指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而提起的上诉案件

所适用的程序。（两审终审制）

1.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3.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注意】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 5 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

（2023 年新增）



【例-单选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上诉期限是（ ）。

A.10 日

B.15 日

C.20 日

D.30 日

答案：A
解析：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审判监督程序

是指有审判监督权的人员和机关，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对原案重新进

行审理的一种特别程序，又称再审程序。（对已生效的裁定书或判决书“有错误”的地方进行再审）

1.决定再审

（1）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非直接决定）。

（2）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

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2.当事人申请再审

（1）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2）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应当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 6 个月内提出。

3.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2）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3）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

【例-多选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对于当事人的下列再审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有（ ）。

A.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B.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后又提出申请的

C.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D.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 3 个月提出申请的

答案：ABC
解析：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2）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3）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

【例-判断题】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为有错误的，只要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判决就

应停止执行。（ ）

答案：×

解析：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四）执行程序

1、申请执行的期间为 2 年

起算时点：法律文书规定了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

行的，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注意】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2、超期申请执行

（1）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2）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类似于“诉讼

时效”）

（3）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