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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深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备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 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

现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

说理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

有问题 ,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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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人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正 确贯彻实施民法典 ,充 分发挥司法裁

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进 一步增

强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努 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价值目标 ,努 力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努 力践行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 ,结 合审判工作实际,现 提出如

下意见。

一、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应

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

(一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忠 于宪法法律 ,将 法律评

价与道德评价有机结合,深入阐释法律法规所体现的国家价值 目

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 ,实 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

(二 )以 人民为中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对公正司法的新要求和新期待 ,准 确阐明事理 ,详 细释明法理 ,积

极讲明情理 ,力 求讲究文理 ,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满意

度 ,以 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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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立足时代、

国情、文化,综 合考量法、理、情等因素,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导向作用 ,不 断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

同。

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

判文书释法说理 ,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

律原则的重要指引,作 为检验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行使的重要标

准,确 保准确认定事实,正 确适用法律。对于裁判结果有价值引领

导向、行为规范意义的案件,法 官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释法说理 ,切 实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范、

评价、教育、引领等功能,以 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 ,培 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 法律为准绳。在

释法说理时,应 当针对争议焦点,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

及法律调查等情况 ,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 点说明裁判事实

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过程和理由。

四、下列案件的裁判文书,应 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法说理 :

(一 )涉及国家利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 ;

(二 )涉及疫情防控、抢险救灾、英烈保护、见义勇为、正当防

卫、紧急避险、助人为乐等,可 能引发社会道德评价的案件 ;

(三 )涉及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以及特殊群

体保护 ,诉 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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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公序良俗、风俗习惯、权利平等、民族宗教等,诉 讼各

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 ;

(五 )涉及新情况、新问题 ,需 要对法律规定、司法政策等进行

深入阐释 ,引 领社会风尚、树立价值导向的案件 ;

(六 )其他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案

件。

五、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的,法 官应当结合案情 ,

先行释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 ,再 结合法律原意,运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明晰法律内涵、阐明立法目的、论述裁判理

由。

六、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除 了

可以适用习惯以外,法 官还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

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如 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 ,法

官应当根据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等作出司法裁判,并在

裁判文书中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述裁判依据和裁判理

由。

七、案件涉及多种价值取向的,法 官应当依据立法精神、法律

原则、法律规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判断、权衡和选择 ,

确定适用于个案的价值取向,并 在裁判文书中详细阐明依据及其

理由。

八、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民

事、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在诉讼文书中或在庭审中

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诉辩理由的,人 民法院一般应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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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口头反馈、庭审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属 于本意见第四条规定的

案件的,人 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予以回应。

九、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

当正确运用解释方法 :

(一 )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准 确解读法律规定所蕴含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充 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

案中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语境。

(二 )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将 法律规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起来,全面系统分析法律规

定的内涵,正 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三 )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以 社会发展方向及立法目的为出

发点,发挥目的解释的价值作用 ,使 释法说理与立法目的、法律精

神保持一致。

(四 )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结 合现阶段社会发展水平 ,合理判

断、有效平衡司法裁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推 动社

会稳定、可持续发展。

十、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当使用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 ,

讲求繁简得当,丰 富修辞论证,提升语言表达和释法说理的接受度

和认可度。

十一、人民法院应当探索建立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法说理的案件识别机制,立 案部门、审判部门以及院长、庭长等

应当加强对案件诉讼主体、诉讼请求等要素的审查 ,及 时识别强化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重点案件 ,并 与审判权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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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监督机制有机衔接。

十二、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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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

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等相关要求 ,统 一法律适用 ,确 保

同类案件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一致性。

十三、对于本意见第四条规定的案件 ,根据审判管理相关规

定 ,需 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法 官应当重点说

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意见。

十四、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法官业务培训,将 业务

培训与贯彻实施民法典结合起来 ,坚 持学习法律知识、业务技能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重,增 强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

法说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 断提升法官释法说理的能力水平。

十五、人民法院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
“
法信

”
平台、12368诉

讼服务热线、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服务系统、院长信箱等途径,认

真收集、倾听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的意见建议 ,探 索运用大数据进

行统筹分析 ,最 大程度了解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的反馈意见,并 采

取措施加以改进。

十六、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的示范引领作用 ,

完善优秀裁判文书考评激励机制 ,积 极组织开展
“
运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优秀裁判文书
”
评选工作 ,评 选结果应当作为法

官业绩考评的重要参考。

十七、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收集、整理和

汇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典型案例 ,加 强宣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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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 ,进 一步带动人民群众将法治精神融入社会生活,培 育和营

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环境。

十八、备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意见,结 合工作实际,制 定

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等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实施细

则,报 最高人民法院各案。

十九、本意见自2021年 3月 1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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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 2021年 1月 26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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