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通许县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发生率及

分布情况报告

2023 年通许县人民法院共新收民事案件 4993 件，占审

判类案件总量的 88.08%，新收民事一审 4907 件，较去年同

期增长 11.68%。（数据截至 12 月 8 日）

一、民事一审案件分布情况及增长态势

（一）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态势分析

2023 年，法院新收民事一审案件 4907 件，同比增长

11.68%，一审结案 4631 件，结案率 91.95%。

2023 年，除一月份收案 320 件、六月份 273 件外，其余

月份收案量均在 400-500 件区间，月均收案量 416 件，整体



收案较为均衡。

(二) 主要案件类别及增长态势

序

号
案由 本期 同比 占比

5 年增

长率

近5年案

件总量

近 5年平

均数

1
民间借贷

纠纷
809 -8.17% 16.49% -24.25% 4633 926.60

2 离婚纠纷 674 15.61% 13.74% 17.42% 3046 609.20

3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514 78.47% 10.47%

8466.67

%
841 168.20

4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475 21.79% 9.68% -13.95% 2515 503.00

5
买卖合同

纠纷
342 -13.42% 6.97% -06.04% 1886 377.20

6
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
310 59.79% 6.32% -37.12% 1573 314.60

7 合同纠纷 284 18.83% 5.79% 76.40% 1070 214.00

8
劳务合同

纠纷
165 61.76% 3.36% 236.73% 502 100.40

9
追偿权纠

纷
110 32.53% 2.24% 34.15% 456 91.20

10
租赁合同

纠纷
91 54.24% 1.85% 213.79% 291 58.20

11 合计 4907 11.37% 100.00% 05.75% 23104.0 4620.80

从具体案件类型看，2023 年新收数量最多的案件类型为

民间借贷纠纷，共新收 809 件，占新收民事一审案件总量的

16.49%。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纠纷、物业合同纠纷、

租赁合同纠纷、追偿权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

常见案件类型均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增幅分别为 78.47%、

61.76%、59.79%、54.24%、32.53%、21.79%。与之相对应，



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两类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降幅分别为 13.42%、8.17%。

（三）地区分布情况及增比态势

2023 年，通许县人民法院共新收民事一审案件 4907 件，

其中，院机关民事收案数最多，占比 61.69%；四个派出法庭

中，练城人民法庭收案数较多，占比 12.66%。四个派出法庭

收案数除竖岗法庭外，均较去年民事收案数减少。

庭室
新收

占比
本期（件） 同比

院机关 3027 26.28% 61.69%

通许县人民法院练城人民法庭 621 -6.19% 12.66%

通许县人民法院邸阁人民法庭 464 -2.10% 9.46%

通许县人民法院竖岗人民法庭 444 0.0% 9.05%

通许县人民法院朱砂人民法庭 351 -12.68% 7.15%

合计 4907 11.62% 100.00%

二、民事案件发生率及分布情况分析

（一）民事案件收案量回涨迅速，矛盾纠纷亟待前端化

解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法治意识不断提升，大量民事

案件涌入法院，一定程度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在经历 2020

年民事一审收案量大幅减少、2021 年收案增速放缓及 2022

年收案再次实现回落后，2023 年民事一审案件收案量同比增

长。下一步，通许县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推进诉源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做到“抓前段、治末



病”。

(二)金融类案件增幅较大

一是金融部门信贷管理存在漏洞。贷款发放前对借贷人

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审查不严，大额贷款无需担保或仅提

供担保人担保即可，对保证人是否具有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

能力审查不严，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时，保证人也不能履行

代偿义务。二是借款人诚信缺失。部分借款人习惯超收入水

平、超前消费，明知到期还不上仍然透支信用借款。部分借

款人只顾自身利益，不信守合同约定，借款到期有偿还能力

却拖欠不还，甚至想方设法转移财产逃债。部分借款人因个

人工作生活变动或者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突然丧失还款能力，

主动选择信用破产方式解决债务。三是担保人拒不承担保证

人义务。金融借款案件大部分有担保人且往往不止一人，但

部分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或者在借款合同上作为保证人

签字时，由于缺少法律知识，对担保的法律责任缺乏正确认

识，认为担保只是履行一定的手续，或者只是作为见证人在

合同上签字，自己没用钱遂拒绝承担责任，使担保制度沦为

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