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延伸

中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1年，并曾于2007年进行过一次“小修”。时隔20
年，民事诉讼法迎来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改。

2011年10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
初次审议，草案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

此后草案通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截至2011年12月1日，共有788人
提出8030条意见。此外，还收到社会公众来信60封。

今年4月24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明确
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吸纳专家参与诉讼、增加诚实信用原则等。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2012年8月28日 星期二 统筹 薛军 编辑 黄修成 美编 李薛 校对 姜军 版式 陈媛媛

热点新闻 A07

值得关注的是，修正案草案三审稿并没有
对此前争议较大的“公益诉讼”主体问题在二
审稿的基础上作太大改动。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初审稿中规定：对
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草案二审稿将该条款
中的“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修改为“法律规定
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

目前，学界围绕“谁能成为公益诉讼主
体”这一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人建议，
民事诉讼法应当将公民纳入公益诉讼的主
体，因为公民也有权利管理国家公共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任何人都有责任保护这

些利益不受侵害，这也是公民的一种权利
和义务。

同时，亦有学者建议将检察机关列为民
事公益诉讼的主体，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的
主体。其主要理由在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同公民和环保组织相比，检察机关不仅拥有
一支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专业化队伍，还享
有调查取证等诸多职权，能有力地抗衡强势
被告，取得胜诉。

三审稿基本上用了二审稿的表述，第五
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
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旅游法草案规定，旅行社安排旅游者在指定场所购物、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购
物、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初犯的并处停业整顿；再犯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和相关人员的导游证、领队证。

旅游法草案还对导游索取小费作出法律责任规定。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

草案同时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应当赔偿旅游者的损失，造成旅
游者人身伤害、滞留目的地等严重后果的，还要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
内的惩罚性赔偿金。

对于拒绝履行合同的旅行社或导游，对旅行社处 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
款、停业整顿，对导游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暂扣导游证1个月至3个
月；造成旅游者滞留目的地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导游证。

草案还规定，景区门票价格变动应提前6个月公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指定或者设立统一的旅游投诉受理机构。

旅行社违约将支付旅游者赔偿金

旅游法草案>>>

对精神障碍患者姓名肖像等应保密
精神卫生法草案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精神障碍患者隐私方面的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对此，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对隐私保护不能笼统规
定，应尽量明确具体。二次审议稿在该条款中增加一款规定：“有关单位
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历资料以及
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但是，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的
除外。”

在2011年10月第一次提交审议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对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规定了诊断和复诊程序。

对此，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精神障碍鉴定由患者或者其监护人
自主委托进行，其性质是医学鉴定，不是司法鉴定；此外，两次鉴定一般需
要60天时间，时间长成本也高，对患者不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缺乏自知
力，往往不愿接受住院治疗，规定在监护人同意住院治疗的情况下患者可
以要求复诊、鉴定，实践中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针对这些意见，草案作出修改，明确鉴定的性质为医学鉴定，并删去
了有关在监护人同意住院治疗的情况下患者可以要求复诊、鉴定的规定
和有关重新鉴定的规定。

精神卫生法草案>>>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坚持合理开发
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引进外来物种应当遵守国
家有关规定。

草案明确了通过财政预算支持农村环境治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
业等有关部门应当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种植和养殖，合理施用肥料、农药
及处置农业废弃物等，防止农业源污染环境。禁止将含有重金属及其他有
害物质的固体废物施入农田。

草案将现行环境保护法关于政府责任仅有的一条原则性规定扩展增
加为“监督检查”一章，强化监督检查措施，落实政府责任。

草案新增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发布国家环境综合性
报告和重大环境信息。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
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获取环境信息。

同时，对应条文修改，草案完善了法律责任一章，重点补充了依法追究相
关行政机关及其责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内容。

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污染防治和突发事件应对的责任，相应完善了企
业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责任制度。

昨天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下简称“三审稿”）进行第三次审议。三审
除对恶意诉讼的被侵害人规定了救济制度外，还适当延长了举证期限。根据会议议程，本次常委会会议还审议了农业技术推广法修正案草案、精
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审议旅游法草案、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等。

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
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占第三方财产，或者通过诉
讼、仲裁等方式逃避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这些
都属于恶意诉讼的范畴。现实中，借贷纠纷和离
婚案件中，这种恶意诉讼时有发生。

部分常委会委员和专家提出，对恶意诉
讼，除应该适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给
予拘留、罚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
应当在民诉法中规定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
济渠道。

针对上述情况，草案三审稿在此前修改
稿中规定罚款、拘留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基础上，增加规定了对第三方被侵害人的救
济渠道。

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
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
权利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
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作出该判决、
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恶意串通 拟被追刑责

据了解，在审判实践中，既要强调原告在
法定期限内的举证责任，也要重视被告在法
定期间内的答辩义务，杜绝被告搞证据突袭，
否则应允许原告依法对其所提供的证据采取
补证措施，以防止裁判的明显不公正。

但是在民事诉讼中，由于未实行强制答
辩制度，对被告在答辩期内未答辩并未规定
相应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不答辩，庭前不能固定争议焦点，
原告只能单方面地凭自己对案件本身及运用
法律的理解进行举证，难免有举证不够全面
的地方。

有的常委委员、法院和专家提出，为了及

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提高诉讼效率，需
要当事人在诉讼中及时提交证据，草案应当
进一步明确举证期限的规定。

据此，草案增加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
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
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
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
延长。”

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
责令其说明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不成
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予以训诫、罚款
或者不予采纳该证据。

举证期限 可适当延长

小额诉讼 拟一审终审

为了便于及时化解纠纷，提高诉讼效率，
草案还规定了小额诉讼制度。

草案还将实行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的门
槛，由二审稿规定的 1万元，修改为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30%
以下。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1年全国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1799元，按三
审稿规定的 30%计算，全国大多数省区市为
12000多元。

另外，二审稿明确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
件，发现案情较为复杂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
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
不适宜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