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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的审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审判模式的改革方向，但仍然有着许多不

足：如法官独立、法院独立、审委会独立之间的关系无法协调一致；对法官在开庭审理之前对案件的预断和偏见无法作出

合理的规范和防治等弊端。在刑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完善审判模式应当做到保障被告人的诉权；正确定位法官角色，

打造“灵活法官”和建构中国特色的交叉询问制度 。  

  [关键词] 刑事审判模式； 对抗式； 审问式； 司法改革  

  模式，是指某一系统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模式所反映的不是系统或过程原型的全部特

征，但能够描述原型的本质特征。刑事诉讼的模式是有别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刑事

诉讼模式在内容、特点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对于刑事审判模式的划分是有其自身的要素和根源的。  

  一、刑事审判模式形成的根源分析  

  1、历史发展根源  

  刑事审判模式在各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起源、发展和成形时期，而在这些时期又受到其国内或周边国家法律制度、历

史传统、文化发展和宗教问题等多方面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一国法律制度所属的法律体系

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在同一审判模式形成初期，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渊源，并不断进行着移植和吸收。例如，美国

和英国由于历史原因，其法律制度在本质上都属于一个体系之下，其审判程序也有着共同的渊源，并受相同法律传统的影

响，因此属于同一程序模式。同样的，在比较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历史渊源时，同样都会发现在其发展和形成的初期，

大陆法系由于受罗马法传承的因素影响又有了与英美法系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模式。  

  2、程序内在根源  

  刑事审判程序中一个核心概念被称作诉讼控制分配因素。主要是对控辩审三方在审判程序中权利的分配问题。诉讼控

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裁判控制，就是可以通过确定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对裁判结果的最终决定

和影响程度加以测定。比如，法官在不与控辩双方协商的情况下单独发布一项旨在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命令或裁判，这

可以视作法官拥有完全的裁判控制权。另一方面是程序控制，是指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三方对作为法庭裁判基础的证据

在提出和调查方面的控制程度。如果在某一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有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方法和顺序，直接向法庭提

出各种证据，并主导着对各项证据的评价和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拥有着相当大的程序控制权。  

  3、价值理念根源  

  刑事审判程序在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立法、司法或其他权力机关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后，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如法律原则

和法律规则也会在数量和内容上有所改变，但是能够使得这种审判模式赖以存在并对该模式发生着决定性影响的持久性、

稳定性因素不是这些规则和原则，而是在程序本身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固定的或是不容易改变的基础理念。独特的价值观

念和诉讼理念是我们在研究不同审判程序模式中所要把握的极为重要的划分因素  

  二、刑事司法改革对我国审判模式的影响及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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