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中法〔2021〕60 号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规范和完善类案检索工作的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为进一步促进法律统一适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统

一司法尺度和裁判标准，提升司法公信力，经研究，制定《关于

规范和完善类案检索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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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规范和完善类案检索工作的

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促进法律统一适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统

一司法尺度和裁判标准，提升司法公信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关于完善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类案检索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结合我市法

院实际，制定本方案：

1. 类案的概念及确定。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案情和

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裁判生效的案件。类案检索过程

中应当以基本案情、法律适用问题等为要素，将待决案件与检索

到的相关案件进行类似性识别和比对推理，确定是否属于类案。

2. 类案检索的范围。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应当进行

类案检索：

（一）拟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

（二）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案件；

（三）院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案

件；

（四）社会广泛关注，影响重大，需要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政治效果，可能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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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要适用新颁布、修改的法律、法规、立法解释和司

法解释作出裁判的新类型案件；

（六）需要适应新形势和新政策的要求，体现新的司法理念

运用新的司法方法作出裁判的案件；

（七）合议庭对法律适用问题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

（八）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公诉人、案件当事人及其辩

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审辩论终结前提出应当参照某一具体案例

作出裁判的案件；

（九）法官在办理系列案中的部分案件时，本院其他法官已

就该系列案中其他部分案件作出生效裁判的；

（十）法官审理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公

报案例、典型案例及省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属于相类似的案

件。

对于以上应当检索的案件，法官应当在合议庭评议及审理报

告中对类案检索情况予以说明，并随案流转归档备查。

诉讼服务中心在立案分案时，应当尽可能地对系列案件进行

标注，并在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中自动检索关联案件推送给案件法

官。

3. 类案检索的主体。类案检索一般由法官负责，根据工作

需要，法官可以指导法官助理进行类案检索，结合基本案情、事

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等，从检索到的类案中梳理提炼裁判要点，

并对检索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法官承担审核责任。



—4—

4. 类案检索的原则。类案检索应当坚持客观、公正、全面

的原则，合议庭、专业法官会议对案件有多种不同处理意见的，

不能片面地只选择其中一种处理意见进行检索，应当针对每一种

处理意见进行全面检索，杜绝各取所需。

5. 类案检索的层级和顺序。法官在检索类似案例时，一般

按照以下层级和顺序进行：

（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

（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含各业务部门确定并以最高人民

法院名义发布）的各类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四）省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

（五）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编印的条线审判指导书刊刊

发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发布的案例，《人民法

院报》刊登的案例，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人民法院案例

选》刊发的案例，国家法官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共同编辑

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刊发的案例，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

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法院年度案例》刊发的案例，《人民司法·案

例》刊发的案例，《法律适用·司法案例》刊发的案例：

（六）省法院发布（含各业务部门或条线确定并以省法院名

义发布）的典型案例；

（七）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八）省法院编辑的《公民与法（审判版）》《河南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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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的案例；

除指导性案例以外，优先检索近三年裁判生效的案例或者案

件；已经在前一顺位中检索到类案并达到检索目的的，可以不再

进行后续检索。

6. 类案检索的平台。优先使用法院内网中的类案检索平台，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平台、“元典智库”平台、“法研智

库”平台等检索平台，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不同检索平台的特

点，融会贯通，多平台结合使用。因工作需要，也可以通过外网

登录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检索案例。

7.类案检索的方法。类案检索时要结合待决案件具体情况选

用合适的案例检索方法，如关键词检索、法条关联检索、案由关

联检索、裁判要旨关联检索、定位检索、反向检索等方法。

案件争议焦点较多的，可以围绕合议庭合议、专业法官会议

讨论时提出的主要争议焦点中提炼关键词或将拟适用法律条文、

法律适用问题等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本着尽可能广泛但不过于

繁琐的原则确定检索方法及范围。

8. 类案检索报告的制作。对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的案件，可

以由法官提交类案检索案例，说明类案的情况以及对类案结果是

否采纳的理由，在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记录中明确记载。对提交审

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涉及法律适用及裁判尺度统一等问题的，

应当规范制作类案检索报告。检索报告应当包括待决案件争议焦

点、检索情况、检索结果、类案裁判要点、运用情况及理由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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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并附检索到的裁判文书或案例原文。检索到的裁判文书

或案例原文过多的，可以摘要裁判要旨、裁判观点、裁判结论等

关键内容。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检索报告可以采用文字、图表或

表格形式制作。

9.类案检索结果的运用。在检索结果中选择与待决案件相似

性最强、关联度最大的案件，按照检索层级和顺序，最终确定最

具权威性的类案，将案件事实、争议点要素化，并进行要素对比，

形成检索结果，并应根据具体情况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法官应当参照作出裁

判，但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为新的指导

性案例所取代的除外。检索到其他类案的，可以作为裁判的参考;

（二）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省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本院

或上级法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应当提交专

业法官会议讨论并梳理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后，提请审判委员会讨

论；

（三）在办理新类型案件时，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形成新的

裁判规则的，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并由院庭长决定是否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四）类案检索过程中发现本院同类已结案件裁判尺度存在

重大差异的，应当报请部门负责人同意后通报审判管理部门，由

审判管理部门配合相关审判业务庭室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梳理

后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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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立类案检索回应机制。法官应当鼓励引导律师根据办

案需要提供类案生效裁判或者类案检索报告。对律师提交的类案

检索报告，法官应当认真审核判断，并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回应。

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法官应当在

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

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的案

例属于本方案规定的类案，且经类案检索未发现相反生效裁判

的，法官原则上应当参考运用。如果法官认为不应参考运用的，

应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回应。

11. 强化监督管理。全市两级法院院庭长要将督促指导法

官、合议庭落实类案检索制度作为重要监督管理职责，并与履行

“四类案件”审判监督管理权有机衔接。对于应当制定类案检索

报告的案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类案检索并制作检索报告的，一

般不得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因各种原因对案件进行评查的，应

将类案检索运用情况作为评查重要内容。

12.责任追究制度。院庭长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应当

案件进行类案检索而没有检索的，对法官提出批评。

法官因下列情形怠于检索相关案例而出现错案的，按照有关

规定对法官追究错误或不当裁判责任，属于“四类案件”的，同

时对分管院庭长给予相应问责：

（一）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中，公诉人、案件当事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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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审辩论终结前，向法官明确提出应当参

照某具体案例，法官不予检索，径行作出裁判的；

（二）依照规定应当检索而不检索相关案例，导致案件裁判

结论与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参考性案例及上级法

院作出的裁判明显违背的；

（三）明知裁判结论与上级法院或本院已生效的类似案件明

显不一致，仍径行作出裁判的。

13.类案检索工作的日常监管。审判管理部门负责类案检索

工作的日常监管，要加强对类案检索工作的督促、研判、通报等，

推动类案检索报告制度严格落实。

14.方案的解释及适用。本方案由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负责解释，适用于全市两级人民法院。

15.本方案自下发之日起试行。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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