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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每年审结大显 

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对中国法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为世界贡献了中国 

司法智慧。为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的法律价值和社会功能，实现以 

案例“服务司法审判实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法学教育研究、服务 

中外法学交流、服务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自 

2018年开始，由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组织编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案例选》中英文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所收录案例，均由最高人民 

法院各审判部门从审结案件中严格筛选。所选案例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的指导性案例、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的案例、各庭审判长联席 

会议讨论的案例。这些案例在揭示或阐明法律适用规则、确立新的裁判方 

法、填补法律漏洞或空白等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案例撰写 

者均为所选案例的主审法官，是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领域的专家，具 

有精深的法律素养和丰富的裁判经验,熟悉案件事实、审理思路、裁判方 

法和法律适用，能够最直观、最清晰、最准确地向读者传达案件裁判的法 

律过程、方法和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分为四大板块：（1) “大法 

官案例”栏目，选取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2) “裁 

判文书选登”栏自，选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本年度在全社会引起广泛 

关注、影响中国司法进程的优秀裁判文书。（3) “热点案例”栏自，选取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前沿、疑难案件，以发挥案例对 

热点领域法律问题的预判和预瞥作用。（4) “典型案例”栏目，广泛选取 

刑事、民事、商事、知识产权、行政等典型案例，集中体现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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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各个审判领域的最新探索和裁判成果。
编辑者通过考察国内外司法案例的体例设计，兼顾不同法系读者的阅 

读习惯，采用副标题准确点明案例的核心法律问题和亮点所茌，便于读者 

杳找阅读，并采用“裁判摘要”的通用表达方式，准确阐明案例贡献的 

裁判规则。案例体例包括：“标题” “副标题” “裁判摘要” “案件基本信 

息” “简要案情” “案件焦点” “裁判结果” “裁判摘要评析”八大要 

素，格式规范，要素齐全，便于阅读，方便检索。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中英文版丛书的出 

版，我们希望实现以下目的：
统一。通过系统编辑出版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经典案例，希望能够指 

导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统一司法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盘权，实现类 

案类判，促进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统一，树立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 

公信，有效预防法律风险。二是传导司法理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通过
以案说法，向人民群众传达最高人民法院对当下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

生活中出现的新型、疑难、复杂问题的裁判方法、裁判理念和权威立 

场，弘扬法治精神、彰显正义品格、传递崇法风尚。三是贡献中国司法智 

慧，促进国际司法文化交流。丛书面向全世界发行中英文版，用中国声音 

讲述中国司法故事，生动直观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成就 

和经验，推进中外司法案例的比较研究，促进国际司法文化交流，为全球 

治理贡献中国司法智慧和司法经验。

是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促进法律适用标准

编辑委员会 

2018年12月



编写说明

本书涉及法律文件较多，且正文巾一般使用法律文件的简称，为方便读者阅读和 

检索，现将部分法律文件及其简称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三大类別列明
如下 :

—、法律 

(-)宪法相关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简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第 

五届全国人尻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79年7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长令第一号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1982年12月10日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丧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一次修正。根据1986年12 

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 

据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三 

次修正。根据2004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 

决定》第四次修正。根据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五 

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简称《立法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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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公布，自2000年7月1「:1起施行。根据2015 

年3月15 H第十二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的决定》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简称《反恐怖主义法》。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笫三十六号公布，自2016年1月1日 

起施行。根据2018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改。
(二） 行政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简称《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第十 

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一号公布，自丨987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汀。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简祢《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二号公布，自1989年12月26日起 

施行。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简称《行政复议法》。1999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公布，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7年9月1 H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围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三） 刑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简称《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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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五号公布，自1980年1月1日 

起施行。1997年3月M日第八届全国人閔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根据1999年 

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同刑法修正案》、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二）》、2001年丨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 

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_刑法修正案（四〉》、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6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2011年2月25 

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5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九）》、2017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修正。
(四）民商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简称《商标法》。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第十号公布，自1983年3月 

I曰起施行。根据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1年10月 

27日第九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三次 

修正。
9.《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简称《专利法》。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一号公布，自1985年4月1日起施行。根据 

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0年8月25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 

定》笫二次修正。根据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简称《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

，自1987年丨月1日起施行。根据2009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七号公布 

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