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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出台涉疫情民事案件指导意见 

 

合伙人 廖勇 

2020年 4月 24日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年 4月 16日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法发〔2020〕12号，下称《意见》）。《意见》强调：各级人民

法院要充分认识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立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司法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调

解优先，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预计《意见》今后将成为人民法

院在疫情期间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指导方针。 

 

对《意见》涉及的人民法院处理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笔者整理如下，供有关企业参考。 

编号 相关法律问题 指导意见 

1 不可抗力规则 

1) 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准确适用不可抗

力的具体规定，严格把握适用条件。 

2) 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民

事纠纷，符合不可抗力法定要件的，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等规定

妥善处理；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3) 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的，应

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

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2 审理合同纠纷案件 
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案

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在适用法律时，应当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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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把

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

系和原因力大小，按照以下规则处理： 

1) 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 

a) 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

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b) 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

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c) 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

当事人主张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担

相应举证责任。 

2) 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 

a) 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 

b) 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加强调解工作，引

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

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c)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

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

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予以支持。 

d) 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主张部分或者全

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 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

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3) 当事人存在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得到政府部门

补贴资助、税费减免或者他人资助、债务减免等情

形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认定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等案件事

实的参考因素。 

3 劳动争议案件 

1) 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支持用人单位在疫

情防控期间依法依规采用灵活工作方式。 

2) 审理涉疫情劳动争议案件时，要准确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条等规定。 

3) 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

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

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

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 就相关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应当正确理解和参照

适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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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在疫情防控期间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的政策文

件。 

4 适用惩罚性赔偿 

经营者在经营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品

以及食品、药品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

百四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情形，消

费者主张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 中止诉讼时效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

措施不能行使请求权，权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诉讼时效

中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 顺延诉讼期间 

1) 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

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综

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 

2) 当事人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

症状感染者以及相关密切接触者，在被依法隔离期

间诉讼期限届满，根据该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

民法院应予准许。 

7 司法救助 

1) 对于受疫情影响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申请免

交、减交或者缓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

查并及时作出相应决定。 

2) 对于确实需要进行司法救助的诉讼参加人，要依据

其申请，及时采取救助措施。 

8 保全措施 

对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可以采取灵活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或者财产

保全担保方式。 
 

 

 

 

 

 

 

如您对本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联系： info@shimi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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