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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丛书》是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组织编撰的系列学术著作。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和中国法学会批准，以全国法院的法官为主要群体并吸收
中央政法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团体。
其宗旨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建设实际，特别是全国法院的审判与管理工作实际，组织、指导全国法院的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
员，认真研究新时期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执行工作、管理工作和队伍建设等方面遇到的各种理论与
实务问题，深入开展法学理论研究，为推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全面发展，繁荣人民法院的应用法学研
究，培养人民法院的理论研究人才，搭建畅通的研究平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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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强审判理论体系建设为推进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致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理论研讨会的信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理论研究努力推动人民司
法事业创新发展——在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大法官
论坛社会管理创新：能动司法的新作为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推进法律适用统一促进法律有效实施
加强司法公信建设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社会主义中国法律体系形成与人民法院审判理念更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语境下的审判理念 人民法院实施法律问题研究法官一定要掌握法律解释方法宽严相济
与量刑规范化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社会
矛盾化解语境下立审执三部门的协调与配合事实真伪难明案件的审判指引准确定位上下级法院审判权
确保法律正确实施柔性与刚性机制在法律实施中的功能契合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施目标与条件推进司
法建议工作促进法律有效实施的思考与实践统一法律适用背景下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思考加强裁判
要素管理推进法律适用统一法律适用统一问题的阐释与完善坚持以群众工作为统揽努力破解涉诉信访
工作难题——法律体系形成后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应对与思考从自洽到合法：论司法裁判中的法
律变迁关于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认知及其规范——基于徐州法院实践的实证分析司法解纷之难及其
破解关于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的若干思考挑战与应对：转型期中基层法院工作的若干思考坚决扼制
诉讼诈骗行为蔓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加强和改进司法方法的思考商法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坚持能
动司法强化法律实施论民商事审判中对当事人合理利益诉求的审查与处理 人民法院审判理念与审判理
论体系研究论社会主义司法公信与权威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对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及
其专门机构地位与作用的重构关于进一步加强审判理论研究工作的几点思考对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初
步认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与人民法院履行司法职能的新要求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
、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开放有序的司法新体系“当判则判”与“调判结合”我国法
律体系形成后的法律统一适用问题论司法公信力的制约因素及其提高路径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
的司法工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理念坚定理想信念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五个统一”坚持
能动司法理念推动社会管理创新规范司法裁量促进适法统一维护法制权威人民法院群众工作方法论试
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司法能力的新要求审判理念的多维度展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形成为视角以司法理念、司法方式的转变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司法公正：寻找从真实生活出
发的人民法院审判理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 法理思辨以案例指
导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司法调解的积极性与适度性构建科学合理审级制度的若
干思考能动司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伟大创新当代司法的创新与发展要认真对待被“关注
”的案件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色及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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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调整培训思路和重点　　陪审工作既不是陪审员的专职，也不是陪审员的兼职，而只应是
一种权利和责任，培训工作的重点应当是促进陪审员能正当履行这一权利，而非给其灌输多少法律专
业知识。
因为法律的专业性决定了陪审员不可能通过培训获得足够的专业知识。
而陪审工作并非陪审员本职工作的事实，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也决定了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让
陪审员成为法律专家。
因此，在人民陪审员的培训问题上需要进一步转换观念，着眼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的结合，从有利于
充分发挥陪审员作用的角度设置培训内容。
具体而言，应当在培训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设置专门课程重点讲解司法制度、陪审制度、廉政制度
等，更加注重培养人民陪审员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这将有利于人民陪审员在行使权利时明确自身
的优势和参审的意义，增强自信心，避免因“法律知识欠缺”而导致对法官的盲从或畏于发表自己观
点，形成陪审员与法官思维的互补。
　　（七）健全人民陪审员考核制度　　人民陪审员行使参审权利，对案件进行审判，既涉及到个案
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陪审员不能只有权利，还要有责任。
健全人民陪审员考核制度，有利于促使陪审员正确履行职责，积极行使权利。
考核制度应当侧重于激发陪审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样才是可操作并且行之有效的。
在考核方式上应以案件为基础，一个案件一次考核，取消以陪审数量为主的考核指标，避免陪审专业
户的出现。
在考核内容上，着重考核陪审员的工作态度、在案件审理中所起的作用、裁判结果（评议意见）的正
确性以及案件社会效果、审判纪律和作风等。
实践中，一可以将上述内容细化为陪审员考核表，将诸如工作态度、是否积极发表意见、社会效果等
主观性的考核指标交由当事人填写，法官主要侧重对客观性考核指标的填写，如是否庭前阅卷、是否
参与评议等。
就考核结果而言，应即时录入人民陪审员信息库，以备公众查阅，并作为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依据
。
通过将陪审员的考核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促使人民陪审员更加珍惜自己的名誉
和社会评价，进而增强对参加案件审理活动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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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丛书》是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组织编撰的系列学术著作。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和中国法学会批准，以全国法院的法官为主要群体并吸收
中央政法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团体。
其宗旨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建设实际，特别是全国法院的审判与管理工作实际，组织、指导全国法院的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
员，认真研究新时期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执行工作、管理工作和队伍建设等方面遇到的各种理论与
实务问题，深入开展法学理论研究，为推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全面发展，繁荣人民法院的应用法学研
究，培养人民法院的理论研究人才，搭建畅通的研究平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本书是《法律实施与审判理论研究》，由沈德咏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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