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4月26日 星期四

责编 兰燕飞 于德清 美编 鲁嘉 责校 薛京宁

A02 社论

评论投稿信箱：shepingbj@vip.sina.com shepingbj@vip.163.com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

THE BEIJING NEWS

创刊于2003年11月11日

总第3090期

统一刊号
CN11-0245

主管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出版
新京报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

邮编：100061
传真：010-67106766

新闻热线：010-67106710
（24小时）
发行热线：

010-67106666
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宣工商广字第0068号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声明：
未经本报许可，不得

转载、采用本报及本报网
站刊载之内容。

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1.4 月 25 日 A06 版

《拟增“诚实信用”原
则》（校对：徐骁 编辑：
刘国良）一文，第 1栏倒
数第 1行中“行驶权利”
应为“行使权利”。

2.4 月 25 日 A10 版
《谢 亚 龙 称 遭 刑 讯 逼
供 检方否认》（校对：
李新荣 编辑：肖万里）
一文，“12 项指控”第 7
项 中“20007 年 ”应 为

“2007年”。

■ 社论

小额诉讼应注重保障低收入者的公平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进行二审，在一审草案引入
小额诉讼制度后，二审草案
将小额诉讼的标的额从5000
元提高到 1万元。这意味着
每年有百万件左右的民事案
件的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会失
去上诉权，其中将会有不少
当事人属于低收入者。

这几年，最高法院每次
向人大作报告时，都会提到
案多人少的问题，有的法官
平均 1 天多就处理一起案
件。将一些案情简单、事实
清楚的案件，采用一审即终
审的小额诉讼程序，无疑能
节约司法资源，缓解当前司
法系统的紧张状态。

小额诉讼制度草案一

审时，即在效率和公正之间
存在很大的分歧，现在将标
的额大幅提高，意味着扩大
了范围，将进一步提高效
率。因而，如何防止这一制
度在基层被滥用，如何注重
保障那些低收入的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值得思考。

一般来说，1 万元以下
的小额诉讼案件中，低收入
的当事人较多，他们往往也
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
如，1 万元对打工者和拖欠
其工资的老板、单位来说，
影响完全不同。因而，小额
诉讼程序对低收入当事人
的影响更大一些。

如果，一审即终审，且
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那
么，低收入的当事人如何伸

张他们的权利？显然，这既
需要更加公正的司法环境，
也需要基于现实的考虑而
完善相关司法救济程序。
防止一些基层法院为省事
而滥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而
激化矛盾。

其一，民诉法规定适用
简易程序的案件应该是事
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
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
关系明确”的含义很清楚，但

“争议不大”含义模糊，可能
在当事人看来很有争议的案
件，但法官认为争议不大，这
种案件如果强制适用一审终
审，纠纷并不容易化解。

其二，这次将诉讼标的
额从 5000 元提高到 1 万元，

也需要更完善的规定，以防
止提高了效率损失了公平。

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
状况、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很
大，对于经济发达地区1万
元可能属于“小额”，但对经
济落后地区，1万元可能就
是“巨额”。以去年北京的
人均收入统计为例，城镇全
年人均收入为3万多元，农
村为不到1.5万，而甘肃这两
个 数 字 则 为 1.5 万 和 3900
元。对于北京的城镇居民
来说，1万元尚且未必属于

“小额”，在一个甘肃普通农
民眼中这两年半的收入更
不能算“小额”。而德国的
小额诉讼标的额为 600 欧
元 ，折 合 人 民 币 大 约 5000
元，美国各州不同，从1000

美元到5000美元的都有。
由于小额诉讼一审即

终审，1 万元对于收入不高
的当事人而言并不是一笔
小钱，如果判决不公对这样
的当事人损失很大，失去了
上诉的机会，再审又难，很
可能会迫使这些当事人走
上信访的路。

为防止上述这些问题
的发生，草案应该完善规
定，当事人对法官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有异议的，或许应
当赋予其上诉的权利。对
于 1 万元的标的额问题，亦
应结合人均收入状况规定，
对于标的额 1万元以下且不
超过当地上年人均年收入
的案件，一审终审。

□新京报评论员 杨华云

■ 观察家

对经济落后地区，1万元可能是“巨额”，如果一些基层法院为省事而滥用小额诉
讼程序，可能会激化矛盾。因而，小额诉讼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创新是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支点
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已开幕。作为一个刚诞
生不久的电影节，能有《阿
凡达》、《泰坦尼克号》的导
演詹姆斯·卡梅隆等知名电
影人参加，说明国际影人对
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视。

十多年来，中国电影从
单纯的艺术维度，到有了成
本和商业的产业理念，进口
大片的示范效应，功不可
没。正是有了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国电影市场才会变
得空前活跃，银幕数和票房
才会增长得如此迅速，成为
仅次于美、日的全球第三大
电影市场。

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

电影大国，但是如何成为一
个电影强国，是仍然有待解
决的问题。

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
请卡梅隆来做嘉宾，对国内
电影人也很有启示。卡梅
隆能连续创造票房奇迹，有
奇迹吗？有，也没有。卡梅
隆除了有梦想之外，所做的
不过是对一个个画面、一句
句台词、一处处特技、一场
场表演的精益求精。卡梅
隆是搞特技出身的导演，使
得他的电影理想总是与视
觉的创新分不开。这也是
今天电影的魅力所在。卡
梅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
对 视 觉 艺 术 的 天 才 想 象

力。当国内电影人还在大
谈炒作、营销时，3D版《泰坦
尼克号》用它重映的票房在
陈述一个简单道理：只有足
够真诚的创作态度，只有足
够伟大的视觉梦想，才能创
造真正的票房奇迹。经典
电影会有永远的票房。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会
见卡梅隆等嘉宾时也指出，
北京举办电影节的目的是建
立一个国际性的沟通合作平
台，提出北京电影的发展要
实施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
双轮驱动战略。电影在今天
已成为一门最易超越国界的
艺术，也是一个国家最直观、
最易传播的文化载体，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用创新的方
式来面对国际电影市场，在
全球化的今天，对本土电影
市场肯定更为有利。

现 在 ，中 国 电 影 不 缺
钱，不缺市场，最缺的还是
创新，从内容的创新到技术
的创新，一年下来，很少有
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
国内的电影界，大家也很难
看到，如卡梅隆这样对创新
近乎偏执的电影人。其最
近进行的深海探测，早已经
超出了电影人的范畴，可
是，谁又能说，这种对人类
深海探索极限的突破，只能
由科学家来完成，其影响不
会作用于电影界呢？

中国电影人一直在努
力探索创新，希望从本土的
历史和语境中，寻找可与进
口片抗衡的电影素材。可
是，这仍然不能满足观众的
需求。

现在，北京国际电影节
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成为
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开放
的、权威的平台。通过北京
国际电影节，我们看到的不
应当只是明星走秀的热闹，
更应该通过这个窗口，明白
电影世界的基本创作规律
和当今世界电影的创新潮
流。这样中国离电影强国
的目标就会更近一些。

相关报道见C03-C06版

电影在今天已成为一门最易超越国界的艺术，用创新的方式，来面对国际
电影市场，在全球化的今天，对本土电影市场肯定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