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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扬: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新华社 田雨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新时期民商事审判工作

十六字指导原 则。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就“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

积极作用”阐述了他的思考。 

 

  司法调解对于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肖扬表示，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贯彻党

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部署，加强民商事案件司法调解的力度，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不仅是职责所在，也是应当承担的重大政治责任。 

 

  “司法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也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

重要方式。”肖扬说，司法调解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

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

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

与。 

 

  “司法调解通过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的方法，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自动履行程度高，对于

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肖扬说。 

 

  肖扬表示，更多更好地运用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必须树立三个目标：案结事了、胜败皆

服、定纷止争。 

 

  司法调解对于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有六大积极意义 

 

  肖扬指出，司法调解作为人民法院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手段，因其自身的独特功能和作

用，其积极意义是多方面的： 

 

  ——司法调解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广大领域内维护社会稳定。 

 

  肖扬指出，在我国，民商事案件已经占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总数的９０％以上。近几年涉诉上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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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增多，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绝大多数与民商事审判有关。 

 

  肖扬说，人民法院审理好民商事案件，特别是在审理民商事案件中运用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化

解矛盾，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更广大的领域内维护社会稳定。 

 

  ——司法调解有利于促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家庭、社区和邻里关系的安定，有效地防止“民转刑”

案件的发生。 

 

  肖扬指出，大量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纠纷后仍然需要在一起工作、生活。

司法裁判虽然解决了一时一地一案的矛盾和纠纷，但很可能形成新的矛盾和纠纷，胜诉者往往并不一定就

是胜利者。 

 

  “从实践看，不少刑事案件都是因民商事案件未得到妥善处理导致矛盾激化而成。”肖扬指出，通过

司法调解方式结案，可以把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做通、做透，彻底消弭矛盾，理顺社会关系，有效地减少

“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司法调解更能体现当事人平等主体的地位，发挥平等协商、平等对话的功能，创造更为和谐的气

氛。 

 

  肖扬说：“调解结案更符合司法公正的实质要求。只有当事人最清楚纠纷的真相和自己的利益所在，

经过自愿选择的处理结果应当最符合自己的利益需求，也最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 

 

  ——司法调解更能体现法官居中的作用，体现公平、公正的职能作用，体现司法公开、透明的特点。 

 

  肖扬指出：“司法调解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纠纷解决机制，调解协议的内容可以超出诉讼请求范围，

有利于促成当事人一并解决纠纷的相关事项，彻底化解矛盾。” 

 

  ——司法调解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肖扬说，调解一起案件比判决一起案件花的时间可能多一些，人力、物力上的投入也可能多一些，但

从整体来看，一起案件调解结案后，双方当事人都不上诉、不申请再审、不再上访，解除了很多后顾之

忧，既稳定了社会，又可以为人民法院节约司法资源，为党和政府节约社会资源。 

 

  ——司法调解有着悠久的历史，更适合于中国国情。 

 

  肖扬指出，中国是一个重感情、更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中国文化崇尚和解，倡导“和为贵”，调解制

度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基础。 

 

  他表示，在当前，强调更多地运用司法调解，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有机地结

合起来，继承和发扬这种深入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就地审判、让群众参与解决问题的方式，符合我们党

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尽快形成多种调解并举机制 

 

  肖扬说：“人民法院要积极支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尽快形成多种调解并举的机

制。” 

 

  他指出，在当前，特别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司法调解与司法裁判的关系。肖扬强调，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要注意调解的方式和方法，选择和确定调解方式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案制宜、因人制

宜，灵活多样。要提高调解技巧，升华调解艺术，做到不轻不重，彬彬有礼；不紧不慢，抓住时机；不偏

不倚，两头满意。 

 

  ——处理好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关系。肖扬说，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在调处社会矛盾中，各自发挥

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二者紧密相连，不可替代。 

 

  “凡是经人民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性质的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避免和减少这些非诉讼方式解

决的纠纷进入司法领域，节约司法资源，缓解诉讼压力。”肖扬强调。 

 

  ——处理好司法调解与其他调处矛盾主体的关系。肖扬表示，要抓紧研究和摸索行政案件协调解决的

新思路，尝试和探索轻微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同时发挥工会、妇联、城市街道居

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交警队、派出所等与当事人联系密切的单位和部门在解决纠纷方面的重要作

用，激活调解资源，依法引入社会力量协助法院调解。 

 

  推进司法调解需要注意四个问题 

 

  肖扬表示，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司法调解需要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自愿调解。肖扬说，司法调解一定要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强迫调解，不能违背

当事人意志进行不平等的调解。除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案外人合法权益之外，法官不应干预，确保

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司法调解自愿原则。 

 

  ——依法调解。肖扬说，调解应遵守合法性原则，包括程序合法与实体合法两个方面。要在依法的前

提下，善于把握当事人形成纠纷、产生矛盾的焦点，寻找利益平衡点，寻找最佳解决纠纷方案。要情法交

融，善于渲染人世间美好的亲情、友情，激发当事人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促使当事人逾越利益的差

异和冲突，平息矛盾、解决纠纷。要从关心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不搞“和稀泥”，不损害任何一方

当事人的利益。 

 

  ——民主调解。肖扬说，经当事人各方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相关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组织

或者个人，协助做司法调解工作。调解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可以邀请造价工程师；调解医疗事故纠纷案

件，可以邀请医生、医学教授；调解维修手表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可以邀请手表维修技师；调解家庭或

者社区纠纷案件，可以邀请当事人近亲属、社会名流、社区贤达、家族长辈等。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肖扬指出，司法调解既是一个老办法，也是一个新办法，要常讲常新，要

“旧瓶装新酒”，赋予其新内涵、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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