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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控制庭审节奏。
庭审活动时间的长短既决定于案情繁简程度，也决定于法官对诉讼进程的有效控制。
为了保证庭审活动不至于过分迟延，法官有权控制庭审节奏。
主要是对于双方争议不大、意见一致的内容可节奏快些，而对于双方争议较大、事实比较复杂的内容
，庭审的节奏应慢些，这样既有利于查清事实，又有利于书记员、速录员记录。
比如，对当事人在辩论发言中出现的重复、跑题或者不文明和违法的内容，有权予以制止，防止矛盾
激化和浪费时间。
 3.维护庭审秩序。
庭审秩序是庭审活动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
当前，行政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扰乱庭审秩序现象呈增多趋势。
为保证行政诉讼庭审的正常进行，在庭审过程中，行政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以暴力、威胁或其他
方法阻碍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司法警察执行职务或扰乱法庭秩序的，审判长有权
当即予以警告、训诫；对警告无效的，有权指令司法警察强制将扰乱法庭秩序者带离法庭，并视情况
决定是否将其进行约束等候处理。
对于被约束等候处理的扰乱法庭秩序者，经法定程序可适用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拘留须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
 （二）释明引导能力 行政诉讼中的释明权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清楚、有
矛盾、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误认为自己的证据足够充分时，由法官行使的对当事人进行询
问、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排除不正确、有矛盾的主张，澄清不清楚的主张，补充不充分的证据的
职权。
在庭审中，法官及时、适当地行使释明权，有助于在形式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公正，
确保庭审平衡。
在行政j斥讼中，一般而言原告诉讼能力相对较弱，从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讼权利的角度出
发，应当加强法官对原告的释明义务，在被告陈述的事实，原告既不表示承认也未否认，法官应充分
说明并进行询问，如原告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在原告的诉讼请求
不正确、不具体的情况下，法官应当适当行使释明权，提醒原告对诉讼请求进行更正、充实；在原告
举证和认知偏离其诉讼请求时，法官应当适时予以提醒；法官应当告知诉讼当事人案件争议的焦点。
法官在庭审中合法、中立、及时、适当地释明是其综合实力的体现，需要法官对法律准确的理解、及
时的应变力和优秀的庭审驾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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