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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指南(五)

立案登记制

--您必须知道的有关问题

1.立案登记制的两个重要规定是什么?

答:是《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2.有人说：人民法院对依法应当受理的一审民事起诉、行政

起诉和刑事自诉，实行立案登记制；对上诉、申请再审、刑

事申诉、执行复议和国家赔偿申诉案件立案工作，不适用立

案登记制，这种意见对吗？

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一审民事

起诉、行政起诉和刑事自诉，实行立案登记制”。第十八条

规定：“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登记立案工作，按照本规

定执行。上诉、申请再审、刑事申诉、执行复议和国家赔偿

申诉案件立案工作，不适用本规定”。

3.施行立案登记制以后，除诉状外是否还需要提供其他材

料？

答：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六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起诉、自诉的，应当提交以

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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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诉人、自诉人是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

起诉人、自诉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提交营业执照或者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提供组织机构代码的，应当提

供组织机构被注销的情况说明；

（二）委托起诉或者代为告诉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明、代为告诉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

（三）具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或者被告人与他人相区别的

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

（四）起诉状原本和与被告或者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人数

相符的副本；

（五）与诉请相关的证据或者证明材料。

4.当事人提交的诉状人民法院是否都应当接收？

答：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对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

一律接收诉状，出具书面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

5.当场立案如何理解？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人民

法院应当当场予以登记立案。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

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

6.实行立案登记制后，人民法院是否可以要求当事人进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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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答：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诉状和材料不

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

正。”

7.什么是立案登记制的一次性告知？

答：《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第三点第

（二）项规定：“实行一次性全面告知和补正。起诉、自诉

和申请材料不符合形式要件的，应当及时释明，以书面形式

一次性全面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和期限。在指定期限内经补

正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8.是不是所有纠纷均可以到人民法院请求立案登记？

答：不是。《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第

二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立案：

（一） 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

（二） 诉讼已经终结的；

（三） 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破坏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

（四） 其他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所诉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自诉不予登记立案：

（一） 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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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 危害国家安全的；

（四） 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五）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

（六） 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

9.实行立案登记后，是否还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

答；是。《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第一

段：“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立

案难”问题，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

案登记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

法律，提出如下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一段：“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诉权，

实现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受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规定。”

10.施行立案登记制的案件未按时缴纳诉讼费，会怎么处理？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登记立案后，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交纳



5

诉讼费的，按撤诉处理，但符合法律规定的缓、减、免交诉

讼费条件的除外。”

11.遇到立案中的违法违纪情形怎么办？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对立案工作中存在的不接收诉状、接收诉

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诉状内容，

以及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干扰立案、既不立案有不作出裁

定或者决定等违法违纪情形，当事人可以向受诉人民法院或

者上级人民法院投诉。”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查明事实，

并将情况反馈当事人。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依纪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立案登记制对各类案件的立案审查期限怎么规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

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作出以下处理：

（一）对民事、行政起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七日内

决定是否立案；

（二）对刑事自诉，应当在收到自诉状次日起十五日内决定

是否立案；

（三）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三十日

内决定是否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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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

决定是否立案。

13.在法定期限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人民法院

怎么处理？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间内不能判定起诉、

自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先行立案。”

14.诉状和相关材料补正以后，人民法院立案审查期限怎么计

算？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的，人民法

院决定是否立案的期间，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15.不予受理和不予立案的案件需要出具法律文书吗？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起诉、自诉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

案的，应当出具书面裁定或者决定，并载明理由。”

16.人民法院如何对待有案不立、拖延立案、人为控制立案、

年底不立案、干扰依法立案等违法行为？

答：《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第六点要

求：“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对立案工作应加大执纪监督力度。

发现有案不立、拖延立案、人为控制立案、“年底不立案”、

干扰依法立案等违法行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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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施行立案登记制后，有人虚假诉讼怎么办？

答：《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第五点第

一项规定：“依法惩治虚假诉讼。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或

者冒充他人提起诉讼，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予以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8.如何保护正常的立案秩序？

答：《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第五点第

二项、第三项规定：（二）依法制裁违法行为。对哄闹、滞

留、冲击法庭等不听从司法工作人员劝阻的，以暴力、威胁

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或者编造事实、

侮辱诽谤审判人员，严重扰乱登记立案工作的，予以罚款、

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维护登记立案秩序，推进诉

讼诚信建设。对干扰立案秩序、虚假诉讼的，根据民事诉讼

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19.施行立案登记制后，想申请诉前调解或者人民法院建议采

取诉前调解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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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第

四点第一项规定：“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

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

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

效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纠纷解决方式。”双方当事人

自愿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诉前调解。

20.立案登记制自什么时候开始施行？

答：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