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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镇设立人民法庭,是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为民、便民的重要方式。但通过

对乡村典型司法个案考察发现,近年来我国乡村司法存在人民法庭受理案件小但涉及面广、当事人法律意识不

强导致法官负担较重,部分法官业务素质偏低、不遵守相关诉讼程序甚至违法办案、对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冲突处

理把握不准,人民陪审员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人民法官形象等问题。对此,提出如下建议:将人民

法庭改为小额诉讼和速裁受理法庭,使其向法律审判、调解功能延伸;让优质司法人力资源下乡,以形式正义展

现实质正义;对典型司法个案多尽告知义务,突出司法文书的宣教功能;让当事人选择便利的案件管辖地,加大

对特殊人群的法律援助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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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

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

人民法庭。”区别于因承担专门任务而设立的人民法

庭,基层人民法院开始根据需要在农村和城乡结合

地带设立人民法庭。随着基层人民法庭的功能准确

定位,服务于农村基层群众的性质决定了人民法庭

大多数位于偏远或经济发达的农村乡镇地区;截至

2011年全国共设置了9835个人民法庭[1]。人民法

庭自设立以来,在化解基层农村纠纷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各级法院

也树立了不少人民法庭作为先进典型。但因部分人

民法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设立以来就饱受诟病,引
发了实务界、学术界尖锐的“存废之争”。时任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肖扬1998年在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

议上就指出“人民法庭的少数审判人员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甚至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的相当严重,群
众反映强烈。有的人民法庭干警素质不高,学习不

勤奋、工作不努力、作风不正派,有损于人民法官形

象。”[2]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人民法庭的地位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随着出台的《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

的规定》《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结束

了长期以来人民法庭存废的争议。学界对人民法庭

诸多问题的探讨依然没有停止,主要集中在基础设

施、人员配备、纠纷解决、综合治理等方面,对人民法

庭因地缘环境及由此引发的法官回避、巡回审判、程
序过多、管辖不便等问题,学界还有待深入展开。本

文拟以司法个案为例对上述乡村司法问题作深入分

析,以期找出问题的症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乡村典型司法个案分析

笔者在调查大量乡村司法个案的基础上选取下

面4个典型案例作为考察对象,以期窥一斑而见

全豹。
案例1:游某劳务纠纷

某养殖场承包鱼池养鱼,因缺少人手,2009年4
月,养殖场负责人和合伙人石某雇请同村的重庆老

乡游某为其打工。双方口头约定吃住由养殖场负

责,每月劳务费800元。由于合伙人经营理念不同

导致生意亏损。从上班起至2011年5月,养殖场从

未支付游某劳务费。在多次讨要无果后,游某以劳

务纠纷向某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养殖场和第三人

石某支付其26个月的劳务费合计20800元。
某法庭受理后要求游某先提供被告营业执照,

并建议其找劳动仲裁受理。而到工商局后游某才得

知他不能查阅营业执照,愤怒之下,游某四处上访,
该法庭无奈之下受理此案。案件经调解1次、开庭

2次,法官又以主体不适格为由让游某撤诉,但却不

退还减半收取的诉讼费。游某再次全额交费起诉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09期)

后,法庭又调解1次,交换证据1次。2012年10月

12日终于判决养殖场支付游某劳务费20800元,此
时离第一次立案已近一年半的时间,此期间游某花

去的路费、律师费已有10000多元。在该案中,存
在法官对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把握不准、对农民工

不签劳动合同的“习俗”不了解、对律师严格按程序

办事带来的“不便”反感、恶意变相收费、人为踢皮球

等问题。
案例2:杨某某夫妇人身损害纠纷

2011年3月1日,杨某等七被告无故将杨某某

大门踩破并将货柜砸烂。第二天,当原告杨某某和

邻居议论此事时,被告杨某以原告骂其为由,用砖头

砸原告,其余几名被告随即共同殴打原告。原告杨

某某的妻子李某见状上去劝架,七被告也将李某打

伤。当天李某被送往镇卫生院抢救,由于伤势严重,
后转州医院治疗,因无力再支付医疗费于4月7日

出院。杨某某被打伤后,在家服用草药治疗,15日

到州医院治疗,3月30日出院。伤情稳定后,原告

诉 请 法 院 判 令 七 被 告 连 带 赔 偿 等 各 项 费 用 计

45287.02元。同日还向法院提交《先予执行申请

书》《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要求法院先行执行一部

分赔偿款用于后续治疗。
当地某人民法庭受理此案后,迟迟未将传票送

达和法庭同在一条街上的被告,不先予执行,当一个

月后送达时,被告已全部外出打工。此案经公告送

达开庭时,法庭又通知“恰好”回家的被告到庭。当

律师提出违反法律程序时,法官以七被告是否打人

证据不足,建议原告撤诉。案件经4次调解、3次开

庭,而开庭中作为人民陪审员的村干部竟然打鼾瞌

睡,庭审后,被告和法官、陪审员又一同乘车离开。
几个月后,被告提出对医疗用药作鉴定,法官又绕开

律师以判决败诉来迫使原告鉴定。连续2次鉴定及

被告方的恶意二审,当最终判决作出时,几名被告已

再次外出,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经过两年半的时间

原告只得到一纸糊涂、令人费解的无法执行的“空”
判决。在该案中,存在法官过度调解、不依法律程序

办案、业务水平较差、过于依赖鉴定证据、扩大诉讼

费用、人民陪审员监督制约缺失等问题。
案例3:张某合同纠纷

张某与某公司于2009年7月签订购销合同,约
定张某提供1000t耐火粉给该公司。同月张某经

李某介绍,将107t脱水矿运到某公司加工耐火粉。
后某公司私自将脱水矿卖给他人,货款也据为己有。

2010年11月,张某以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处

理意见》为据,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某公司

返还68.05t未加工的脱水矿和38.95t加工好的

脱水矿或市价124174元。
市法院将案件转至某公司所在地的某法庭受

理。2011年2月3日住在市里的某法庭黄法官在

市法院审理此案,同年12月8日,黄法官以证人存

在问题可能败诉为由让张某撤诉,张某于撤诉同日

再次起诉,并送3000元给黄某,希望案件尽快了

结。在第一次起诉当日张某申请财产保全,法庭收

费后未采取任何措施。第二次起诉后,被告提起反

诉,至今2年多的时间里,案件未再开庭。在该案

中,存在法官自身素质不过硬、办案中机械理解法律

条文和灵活性不足等问题。
案例4:杨某交通事故纠纷

2011年1月,杨某到杨某某租车行租车,双方

口头达成协议后,杨某某将车(所有人为白某,系家

庭自用车,杨某某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险)
交给杨某。同日,杨某因操控不当,撞到公路护栏,
当场死亡。杨某的继承人认为杨某某、白某的违法

租车行为与杨某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对杨

某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作为事故

车辆的承保人,应当在承保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遂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杨某 某、白 某、第 三 人 保 险 公 司 连 带 赔 偿1.5
万元。

2011年3月原告按县法院规定向镇法庭递交

诉状,法庭收到诉状后,法官以审查为由,让原告等

候通知。后原告多次到法庭询问情况,法官以各种

理由搪塞。2012年1月,原告向律师咨询时得知,
法庭未签收起诉状意味着未立案,案件将丧失诉讼

时效。原告到县、州上访后,县法院才正式立案,案
件又转交给镇法庭处理,至今无结果。在该案中,存
在法官对小案件漠视、在案件多人手少的情况下对

当事人态度较差、为自身利益而选择少立案和少办

疑难案等问题。

  二、乡村司法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上述乡村典型个案的分析,结合对其他

乡村司法案件的调查,笔者认为我国乡村司法目前

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受理案件小却涉及面广,法官负担较重

人民法庭的受案范围多为标的小的邻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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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纠纷、赡养纠纷、继承纠纷等,律师较少参与代

理。有的当事人就说:“法庭什么好事都没做,谁交

钱就立谁的案,立案就调解,调解就调离。10分钟

就把他的婚给离了,离婚后他再也找不到老婆了。”
这种片面、直白的说法也反映了人民法庭的工作琐

碎,涉及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旦处理不好就直

接影响人民群众对法官的看法和人民法庭的形象。
标的越小的案子法官的工作量可能越大,缺少律师

代理,很多程序当事人不知道,加重了法官的负担,
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对当事人态度不

好的问题。在司法程序的适用方面,面对无代理人

代理,当事人法律意识又不高的案件,法官为查明案

情,有时会主动到原、被告家去做调查。出发点是好

的,但容易破坏回避原则,让一方当事人不满。另一

方面,当事人只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看问题,片面追求

单方利益最大化;而法官则不同,要综合考虑各方的

意见,很难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些都增加了法官

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

2.人民法庭原则性过强,法律适用性、灵活性不足

在涉及矿山纠纷的案件中,公司驻地在城区,只
有采矿点位于法庭管辖范围,此类案件又要到乡镇

人民法庭去开庭。造成了城里的法官、律师、法人代

表同时从城区出发到乡镇法庭开庭,成了变相的一

日游,如在张某合同纠纷案的调解过程就出现类似

的情况。灵活性不足导致理解法律有误,机械的处

理方式又让人哭笑不得,法庭原则性过强也是人民

群众对法庭不满的原因之一。合法性、合理性与灵

活性是人民法庭最难把握的度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

的地方。设立人民法庭本是为了方便群众诉讼,而
现实的情况却是法官多住在城里,老百姓找不到法

官。更有甚者,有的人民法庭因法官住在城里而多

数案件均在县法院开庭,法庭则处于闲置状态,法官

下乡变成了为职务升迁而选择的被动性“空降”。乡

里收案城里开庭,有违人民法庭设立的初衷。巡回

审理制度也是在方便当事人诉求的情况下展开的,
一般也由法庭来承担,但执行中却变为了一种近乎

“作秀”的行为。如在游某劳务纠纷案中,地处旅游

区的法庭变成了一案不审的“巡回旅游”,在撞见游

某上访时,为了旅游区的形象,才匆忙被迫立案。

3.法庭部分人员素质不高,陪审员监督机制欠缺

有当事人说他给法官平时送水果,过小节送田

鱼,过大节送土鸡,人家就不下判决,你不得不给。
乱收费也是人民群众投诉较多的问题之一,有的人

民法庭在开庭时收取送达费用后,仍对外地的当事

人频繁通知必须到庭签收。现实中各种变相的收费

与案件审理进度相挂钩,如在游某劳务纠纷案中,各
种违规收费达300元之多。同时,大多数人民法庭

通常是1~2名法官,遇到超审限需转为普通程序的

案件,就无法官可用,需要人民陪审员来组成合议

庭,为了节约经费,多选择乡镇的陪审员来参与庭

审。而陪审员多是乡村干部,是熟人社会的熟人,存
在回避难的问题,造成新的法律不公。人民陪审员

在选任和与法官的庭后沟通方面先天不足,部分人

民陪审员法律业务不高、行为举止不规范,也人为地

导致了纠纷扩大化。而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时权利和

法官等同,但在制约和监督机制方面却未能和法官受

到同等约束,缺少制度性的约束,致使人民群众对法

庭不满。

4.部分法官业务水平不高,对法律与习俗把握

不准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部分办案法官遇到复杂

案情,担心案件判错影响年终考核而拖延审判期限,
这都和业务水平不高密切相关。而有的法官在庭审

中随意进出接打电话,粗暴打断当事人陈述,催促、
暗示律师尽快结束法庭辩论等,都引发当事人的种

种猜测和不满。在上述的司法个案中,当事人或律

师对法官的不满一旦有言语表现,法官就会严重违

反法律规定多次调解、开庭,导致案件判决遥遥无

期。老百姓之所以反感人民法庭审理案件,也基于

其不遵守程序,案件进度、审理期限完全由法官掌

握。另外,偏远地方的人民法庭,习惯、习俗保留较

为完整的地区,以及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

文化、民间习惯均有所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与处理方

式也不一致。这就要求法官要细心、谨慎地处理好

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关系,使判决、裁定能够灵活地找

到契合点来对二者进行“嫁接”,实现司法与民俗的

良性互动。而实际情况是一些法官对法律和习俗把

握不准,用一些当地老百姓听不懂的语言、不熟悉的

方式将法律引入纠纷处理当中,由于处理不当导致

一些暴力抗法事件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秩序和司

法权威。

5.过度调解引发当事人及律师不满,严重影响纠

纷解决

在司法实践中,过度调解甚至变味成了强迫调

解,是人民群众最为不满的现象,如杨某某夫妇人身

损害纠纷案就是如此。另外,若调解协议达成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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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反悔,就会变调解结果为上访的理由和证据。
过度调解不但不能快速消除纷争,甚至起到了相反

的强制普法作用,随着当事人被动地熟知法律条文,
调解工作反而愈发难做。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的

目的,一次次地做当事人的工作,如果当事人不配

合,法官就会告知“原告不到庭按撤诉处理,被告不

到庭缺席判决”,这也是人民法庭饱受诟病的一大症

结所在。法官却把问题归结为律师的不配合、不协

作,这也是法官与律师之间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人民法庭普遍地处偏远,到此办案增加了律师的时

间及交通成本。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通常要加大

调解力度,而每一次调解就等于开庭,不仅当事人要

到庭,出于对案件负责或为律师费用担心,律师也要

到庭,而律师过多的程序要求、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

律能力以及适时的调查取证申请等,都将增加法官

的负担和压力,致使部分法官反感,从而加大了法官

与律师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纠纷的

解决。

  三、化解乡村司法问题的对策

当前,部分人民法庭所表现出的此类问题,与设

立人民法庭的目的相差甚远。部分人民法庭在处理

纠纷中却扩大了纠纷或产生了新的纠纷,导致上访、
申请再审等新问题。一旦当事人选择用非法律途径

解决,就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引发人们对司

法机关的不满与反感。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转变职能:将人民法庭改为专门的小额诉讼

和速裁受理法庭

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应适时改变人民法庭的传

统角色定位,将其从完全的司法性质改造成弱司法

性质的简易纠纷处理机构,并通过相关制度的构建

加以实现。”[3]将人民法庭定位于专门的小额诉讼、
速裁受理法庭,既适应了人民法庭在调解方面的优

势和地位,又满足了人民群众在经济压力下对纠纷

快速解决的要求。在新修订的民诉法中对法院受理

的案件分类处理已有详细的规定,将人民法庭改革

为专门的小额诉讼和速裁受理法庭,将有助于人民

法庭的职能转变与完善,适应时代变化对司法的要

求,突出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如上述的典型个

案,均是标的较小的案件,正常程序走下来最后的结

果是“得不偿失”。同时,也应认识到,标的越小的案

子可能越麻烦,由于证据等原因,不利于纠纷的快速

解决。当证据出现问题时,法律规定的各种鉴定和

取证,不但费用较高,而且这种认识的落差加深了法

治理念与老百姓的观念之间的深层矛盾。如在人身

损害案中,本不该做的耗时费力的鉴定,既扩大了纠

纷,又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对小额诉讼和速裁案件

要慎重对待,注重司法导向在化解矛盾中的特殊作

用,职能转变体现在纠纷的快速化解上,更表现在尊

重当事人对案件处理方式的选择权上。

2.健全机制:调整法院内部的考核标准,让优质

的司法人力资源下乡

人民法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和基层人员的司

法素质有一定的联系,各级人民法院解决人民法庭

的硬件问题之后,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软件问题。
人民法庭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几乎成了新进人

员的去处和另类人员的“流放地”。在人民法庭人员

的配备上,近年来,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也通过探

索,建立了有效的人员配备机制。但人员的到岗不

等于到位,在城里法官乡下工作的现实状况下,仍然

面临着如何安排好乡镇法庭人员家属等问题。因

此,建立健全法院内部的考核机制,使下得去的法官

也能上得来,在“有为才有位”的机制下让更多的优

秀法官乐于奉献。同时,乡镇法庭多是需要法官具

有地方性知识的场所,要办出优秀的业务同样要法

官熟知法律,哪怕是解决一个最小的问题往往也需

要高水平的法官。另外,纠纷的解决不仅仅需要的

是对法律业务的精通,更多的在于沟通的能力和倾

听的态度。如前文所述的司法个案中,法官的不到

位和到位却无为导致的多头矛盾,是激化当事人与

法庭之间冲突的最主要导火索。选派业务优秀、熟
知地方性知识的法官充实乡镇法庭才能真正做到让

优质的司法人力资源“送法下乡”。

3.公正程序:增强对人民法庭工作人员的要求,
以形式正义展现实质正义

我国的人民法院过多地强调实质正义,忽视程

序公正,随着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普及,对程序性的

要求越来越高,当实体正义时,程序性的问题可以忽

略不计,反之,所有的问题将都是问题。在人民法庭

的问题中,人民陪审员的本土化、回避不足、监督不

易到位等问题是困扰人民法庭司法公正性的一大难

题。民诉法修改后增加了一审法院小额诉讼的终审

权,人民群众对案件程序将会更加强调和严格,人民

法庭程序性不公将会成为新的难点和焦点。随着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力度的增加,农村的基层功能日益

得到强化,而法庭区别于政府的功能定位,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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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其充满了期待,法官在相关诉讼程序中的程序

性公正,是实质正义的外在体现,严格遵守法律规

定,强化司法队伍的程序性意识是加大司法公信力

的有效表现形式。上述的司法个案,多是由于程序

不公的外在表现,导致了当事人对法官的厌恶和反

感,也影响了整体形象。

4.注重释法:法官对典型个案要加大程序性告

知,突出“义务”
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多数没有律师代理,只有

当案件出现问题时,当事人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寻

求律师帮助,而律师在诉讼中最大的作用在于对法

律程序的把握以及对证据的有效组织。当问题出来

时,很多当事人首先想的是逃避,当逃避不掉的时候

便开始胡闹,最后把一个个最好解决问题的机会错

过了,等最后调头回来解决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要

花更大的代价才能处理好。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也加大了对当事人的庭前告知等程序,但
这种程序性的要求在法院内部却细化为书面的一张

张印刷品,而当事人囿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往往最容

易加以忽略。在农村,大多数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仍

然停留在诉讼是法官主动调查搜集证据的认知上,
在该提交证据的时候不提交,在因证据等原因而丧

失胜诉权的时候却将矛盾对准法官,引发不必要的

“纠纷”。针对法律知识不高的当事人,人民法庭应

加大“口语化”的程序性告知力度,突出庭前、庭后的

释法“义务”,通过“强制性”“应用性”普法,使其理解

举证规则,积极主动地提交对其有利的各种证据或

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开庭越激烈越精彩,结果可能

越坏,法律是个复杂的学科,既不能教条化,也不能

模式化。注重对典型司法个案加大程序性告知,突
出法官的释法“义务”,以提前防范潜在的法律风险。

5.辨法析理:突出司法文书的宣教功能,构筑农

村社会稳定的基石

对当事人来说,能够让其和法院接触最多的是

司法文书,能够让其仔细、认真通读研究的也是能影

响其自身利益的司法文书。然而,长期以来,人民法

院的司法文书都是三段论或四段论,缺少对证据的

分析,更缺乏对证据采纳上的理论性论证与析理,将
当事人的诉求以这种简单的判决或裁定的文书加以

摆脱,给农村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在农村村落社

会内部,凡是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大都经过了官方

设置的层层矛盾过滤机制,一旦诉争提交到诉讼解

决,当事人会为各种所谓的“面子”,不顾一切代价,

为了一点点的权益或利益,不惜倾其所有争个高下。
农村社会通过姓氏联络之下的一个个家庭和家族,
构织成一道复杂的人脉网络,甚至整个家族都介入

纷争中。当判决书的说理不充分,不足以打消人们

心头的顾虑时,就会引发各种猜测与不安,带来上访

等新的社会问题。在杨某某夫妇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案中,判决书的不明不白,也是当事人至今不断上访

的深层原因。通过司法文书的辨法析理功能,以高

超的司法技艺让胜败双方皆服,方能构筑农村社会

稳定的基石。

6.便捷管辖: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让当事人选

择便利的案件管辖地

在法庭的存废之争中,就有学者指出“与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的人口和诉讼案件量比仍相对较低。
我们的法官数量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我们的法

院并没有提供与其数量相对应的审判能量。”[4]在人

民法庭尚有存在的合理性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对当

事人有利的案件管辖地,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允许

当事人选择由县法院或人民法庭来审理案件,变革

过去将公民以户籍、法人以注册地来划分管辖地的

机械做法,在部分人口基数大、流动性强、案件多的

地方,客观上更加方便了民众诉求,将来也可参照仲

裁委员会的做法,允许人民群众自主选择法官。如

游某劳务纠纷案中,如果允许重庆的游某在当地起

诉同在当地的被告,将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在合同

纠纷案里,同在一城的张某直接在城里起诉被告,就
不会出现哭笑不堪的同时出城又同时回城的尴尬。
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将原本存在的矛盾化解,让当

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情况来灵活解决矛盾,更能

体现人民法庭在设置之初的两便定位功能和目的。
在机制保障的情况下,真正将人民法院改革成为人

们乐意去解决纠纷的机构,而不是被动应对纠纷的

机构,这才是人民法院的最终定位和目的。

7.搭建桥梁:通过司法行政部门,加大对特殊人

群的法律援助力度

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将法律援助的程序前移

到立案前这一阶段,加大对困难群体或典型个案提

供法律援助的力度,最大程度上化解因理解偏差而

导致的“司法不公”,从源头上解决“社会不公”。法

律是复杂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涉及人民群众生活

的方方面面,要形成“大援助”的格局和思路,各行各

业均是法律援助的参与和实践群体。专业的中介机

构和人员也是法律援助的参与者,律师办案涉及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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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评估等专业领域和方面,不是单纯的法律就能解

决,如果该做的鉴定、评估因当事人无力承担相关费

用就会导致案件出现风险,同样损害当事人的权益。
这就要求建立大援助的法律援助格局,对需要鉴定

的案件,该笔鉴定费用由政府给予相应的成本补贴。
案件判决后,很多当事人都会喊“冤”,但很多的“冤”
却缘于对法律的无知,从而导致因败诉而发生恶性

事件,这就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加大普法力度,从源头

降低、消除影响农村稳定的司法因素。如上述司法

个案中,一些纠纷如能及时提供法律帮助,就能将部

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判决后若能进行法律解答

和得失分析,就可平息纠纷,使当事人得到一种精神

上的“普法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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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xistingProblemsinRuralJudicatureand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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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establishmentofpeople’scourtsintownshipsservesnotonlyanimportantmeasure
toofferconvenientlitigationforordinarypeople,butalsoanimportantwaytobetterhelpthepublic.
However,byinvestigatingtypicalruraljudicialcases,thefactshowsthat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in
China’sruraljusticeinrecentyears.Forinstance,thecasesacceptedbythePeople’sCourtarenarrowin
thesubjectwhilewideinrange,whichinturnbringsaheavierburdenonjudges;unqualifiedstafffailto
complywithrelevantlitigationproceedingsandhandletherelationshipbetweenlawandcustomina
properway,andevenhandlethecaseinanillegalway;thepeople’sjurysupervisionandrestriction
mechanismarefarfromperfectsothattheimageofthejudgeshavebeenseriouslyaffected.Counter-
measuresandsuggestionsarepresentedasfollows:changingPeople’sCourttoaspecialcourtthatac-
ceptssmalllitigationandquickjudicialarbitration,makingextensioninthefunctionofPeople’scourts
tojusticeandmediation,makingadjustmentwithintheCourt’sassessmentcriteriasothatsomequali-
fiedjudicialmanpowerresourcescanbemovedtothecountryside,showingsubstantivejusticethrough
formaljustice,highlightingtheproceduralinformingobligationsofjudgesovertypicaljudicialcases,

highlightingthepropagandaandeducationfunctionofjudicialdocuments,andfullyconsideringthejuris-
dictionplaceofthecasebeneficialforthepartiesbycorrespondingprogramdesign,increasingtheiref-
fortsoflegalaidforspecialpopulations,andworkingtogethertobuildthecornerstoneofruralsocialsta-
bility.

Keywords ruraljudicature;people’scourt;rurallaw;ruralgovernance;lega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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