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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陪审员陪而不审现象根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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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我国陪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现象违背了陪审制度的立法初衷，影响了陪审制度的实际价值和作用。为此，

有必要对我国陪审员陪而不审现象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我国陪审制度，实现司法精英正义和平民正义的有机

结合，促进我国司法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  

  [关键词] 陪审员；   陪而不审；   根源  

  陪审制度是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加司法审判的制度，它旨在利用没有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的普通民众参与案件

审理，从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案情，弥补法官的不足，扩大司法民主，监督审判机关正确实施法律，促进司法公正。 

  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历史沿革和存在问题  

  从我国陪审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清政府时期沈家本在组织起草《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时，首次把陪审制度从西方

引入中国，但最终未付诸实施。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关于政治案件的陪审暂行法，但1931年即被废止。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在《共国纲领》和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陪审制

度，同年颁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亦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十年动乱破坏了司法体制，1975年重修的宪法没有再规定人民

陪审制度，1978年宪法重提人民陪审员制度，次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亦明确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1982年颁布的现

行宪法没有再规定陪审制度，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及此后颁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未将人

民陪审员制度作为诉讼原则进行规定。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

度的若干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1]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和

司法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陪审制度的具体实

施作了进一步规定。  

  但由于我国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制度设计上的一些不足，使源于国外的陪审制度在我国难以发挥其应有

的法治意义，司法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陪审员陪而不审，主要表现在：一是陪审员虽参加审判活动，但在评议和裁决

案件时以法官意见为主导，形成事实上的陪而不审；二是陪审员不愿参加审判活动，或仅挂名为合议庭成员，实际不参加

审判活动，完全由法官主持案件的审判和裁决，形成事实上的不陪也不审；三是陪审员由于经常被邀请参加审判活动，形

成事实上的职业陪审员，受个人私利影响，参与司法腐败活动，影响审判活动的公平和正义，乱陪乱审。  

  二、陪审员陪而不审现象的原因  

  笔者认为，陪审员不受法院、社会、甚至自己的重视是造成陪而不审的直接原因，但其深层原因却不仅仅是陪审员素

质的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原因：  

  1、我国现有陪审制度设计与立法初衷相悖  

  从世界陪审制度的发展来看，其立法初衷主要基于以下三项目的：一是实践主权在民的法治思想，扩大司法民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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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司法精英正义与平民正义的有机结合，使司法活动结果符合民意的普遍期望；三是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促进司

法活动的公平公开公正，防止司法腐败。但从我国《决定》和《意见》的规定来看，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管理、培训、经

费支付等实际都以人民法院为主导，要人民法院主导选任、管理、培训的陪审员来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和要求法院自我

批评、自我监督一样，事实上是无法真正起到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司法民主亦仅具有象征意义。  

  2、陪审员的专业素养难以适应其职权  

[1] [2] [3] 

相关文章 

暂时没有相关的文章!  

在线交流 |  更多评论信息 >>  

会员帐号：    帐号密码：   匿名发表  gfedc

 

验证码： 

提交评论

西部开发网精品栏目: 西部招商引资 西部旅游 西部人物 西部文化 西部概况 西部房产 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 西部美食 

违法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信箱 客服电话：029-82301998 举报电话：029-82302829 主编信箱：zhubian@cnwest.cc 

About CnWest - 西开简介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客户服务 - 广告服务 - 网络营销 - 帮助中心 

中国西部开发网版权所有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陕B2-20050078  陕ICP备06005707号 服务电话：029-82301997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务请仔细阅读免责声明,风险自负。 

      

© 2005-2007 

新西部杂志社简介 | 招聘信息 |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