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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作者：徐昕    发布时间：2010/08/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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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是改进司法制度的重要方法。我与司法机关合作开展试点已有四五年了。自从2007年从事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改革

项目以来，我一直希望与法院合作，开展陪审制的改革试点。 

  陪审制改革将是未来20年的司法改革热点 

  有些地方法院正在推行陪审制改革。这在试点改革的项目选择上具有重大意义和前瞻性，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结

合。陪审制改革将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司法改革热点。 

  从法律效果来看，陪审制有巨大的改革空间。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陪而不审”，其制度功能至多只实现了预期的3%。但只要通过改革

提升制度设计的科学合理性，至少可能实现预期功能的30%，从而在法律上获得巨大成功。这就说明，该制度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从社会效果来看，在司法公信力不足的背景下，陪审制度的改革通过司法的民众参与，吸纳民众意见，以生活经验和社区知识弥补司法者

经验和知识的不足，有助于增强裁判的说服力，提升司法的正当性、公信力及可接受性。 

  从政治效果来看，当前，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皆处于瓶颈阶段，通过吸纳民意、民众参与、民主监督等形式推进司法民主，不仅有助于沟

通民意，加强司法的民众参与性，提升司法的正当性，促进司法公正，而且有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从民主的角度促进法治，从法

治的角度发展民主。需要指出的是，我不赞成司法民主化的提法。司法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继续推进司法的专业化，司法民主只是司法专业化的

有效补充。 

  在中国行得通就是最大的特色 

  改革和完善陪审制必须考虑三大因素： 

  一是化解缺陷。陪审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陪而不审”， 即人民陪审员怠于表达意见，或其意见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有效影

响。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设计上不合理、不科学。因此，陪审制度改革应从制度设计入手，化解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二是借鉴移植。陪审制度源于西方，这意味着借鉴的必要性。中国陪审制度的完善应以大陆法系的参审制为基础，吸收英美法系陪审制度

的优势，建立一种混合式的陪审制度。我们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何为中国特色？我认为，在借鉴移植的基础上能够解决

中国问题，在中国行得通，就是最大的特色。 

  三是司法民主。陪审制度并非陈列民主的花瓶，而应当以实现司法民主为目标，要实实在在，而不能华而不实。陪审制度的制度设计、改

革措施、运行效果，皆应以此为检验标准。为了保障司法民主的实现，陪审必须是实质性参与，即陪审员的意见能够对司法裁判发挥实质性影

响。为保障实质性参与，一方面应从制度上明确陪审员参与审判的范围、权限、方式、程序等，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激发陪

审员参与审判的热情。 



  建立二元陪审模式 

  中国陪审制的发展，整体框架应当是从参审制到陪审团制，立足参审制的完善，进行陪审团制度的试点，最终形成以参审制为基础、以陪

审团的有限适用为补充的二元陪审模式。就参审制而言，还可借鉴英国等国家的技术陪审员制度，在参审制中引入专家陪审员，专家陪审员可

从人数将逐步增加的司法鉴定专家库中抽取。 

  选任应以自荐为主，在自荐的基础上形成陪审员候选人数据库。自荐可以有效解决激励问题，以陪审员参与审判实现法律公正的使命感、

责任感、荣誉感等内心激励作为保障审判公正和参与热情的基本条件。目前，陪审员的选任可以推荐和自荐相结合，将来应完全采取自荐形

式。选任条件的设置应以充分扩大司法民主为目标，对陪审员的文化水平一般要求达到高中以上即可，一案一选，实现平民化、广泛化、随机

化，避免目前陪审员作为“准法官”或调解员的职业化倾向，避免要求过高学历导致的精英化。 

  陪审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应按实际需求科学设定，考虑民众需求、案件需求、司法资源的限制等方面。总体上，适用范围应从严格限制到

有所扩大。在立法策略上，区分“应当适用”和“可以适用”两种情况。例如，“应当适用”包括可能判处10年或者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

案件，“可以适用”包括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未成年人案件、重大疑难案件等。“可以适用”是一种选择性适用，条件成熟时根

据需求状况可将“可以适用”中的一些案件类型逐渐转化为“应当适用”。 

  在决策与效力问题上，应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陪审员对事实问题的裁决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如果陪审员的意见没有约束力，这样的

陪审制度不会有任何生命力，民众也不会信服。陪审员应实际享有独立投票权，不受职业法官和审委会决定的干预。 

  在具体程序上，为保障陪审员正确履行职责，可参照英美法国家对陪审团进行指示的方式，制作关于陪审员权利义务、履行职责要求的简

明指引，取消目前对陪审员的培训；法官在庭审中对陪审员进行适当的引导；完善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以约束陪审员行为和确保陪审员正确

履行职责。 

  除因法律规定的回避理由及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外，被抽中的陪审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参与审理的，应从候选人数据库中删除。同时，被抽

中的陪审员虽有正当理由，但三次以上拒绝参与审理的，也应认为不适宜继续担任陪审员而从数据库中删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无正当理由

不得更换陪审员。 

  在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中，普通陪审员数量应大于职业法官，以减少职业法官对陪审员决策的影响。合议庭原则上由 1名法官和4名陪审员

组成。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陪审员人数可以为6人或2人。在审理中，陪审员有权向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发问。在案件审理和评议中，设合

议庭召集人，召集人从陪审员中抽签产生。 

  在陪审员的履职保障上，只为其提供误工、交通、餐费补贴，不以金钱作为激励机制。取消对陪审员的考核，对其违法犯罪行为可依法惩

处。保障陪审员的人身安全，案件审判过程中的言论不受追究。陪审员所在单位应对其参与审判予以充分支持。对于恶意妨碍陪审员参与审理

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应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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