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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留学期间，曾经数次到法院旁听审判，包括陪审员的挑选
过程。
当时，美国的陪审制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回国以后，我曾经写过一些介绍美国陪审制度的文章。
例如，在我出版的第一本法学随笔集《毒树之果--美国刑事司法随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中，我就曾用专章介绍了美国的陪审制度。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国的陪审制度改革问题。
1998年在法国艾克斯一马赛大学法学院访问期间，我也旁听了法院的审判，并目睹了陪审员的挑选过
程。
由于法国的陪审制度与我原来在书本上看到的介绍不太一样，并得知是法国改革的结果，所以就引发
了自己关于中国陪审制度改革的思考。
回国之后，我先是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法国的审判情况，包括陪审员的选任程序。
后来，我又撰写了一些探讨中国陪审制度改革问题的论文，如“陪审制度纵横论”(《法学家》1999年
第3期)和“陪审制度改革断想”(《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并且接受了一些新闻媒体关于陪审制度
改革的采访，如《北京晚报》1999年2月17日的采访文章“让陪审员不再当‘摆设’--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何家弘谈陪审制度改革”，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99年3月21日的英语专家访谈节目(PEOPLE IN
THE KNOW)中探讨了中国陪审制度改革问题。
当时，陪审制度改革正是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1999年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先生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明确指出，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直
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表现，是审判机关接受群众监督的具体体现，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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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决定》在立法的层面进一步强调了陪审制度的重要性，并且做出了一些保障实施的规定。
但是笔者认为，该《决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陪而不审”、“形同虚设”等问
题，也没有能够真正体现陪审制度的存在价值，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但是，中国的陪审制度改革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我当时也缺乏明确的认识。
我正是带着这种困惑承接了司法部的这项研究课题——“陪审制度比较研究”。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课题组成员收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关于那些我们过去不太知晓的国家的陪审制
度的资料，并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本书。
值得高兴的是，我在主持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也对中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形成了明确的思路。
经过集体讨论，我们将改革设想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审法》（草案）学者建议稿”，作为本
书的附录奉献给读者，希望引起人们的讨论并得到指正。
如果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的陪审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并起到些微的推动作用，我们就感到非常地
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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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陪审制度第三节 英格兰和威尔士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趋势一、对英格兰
及威尔士陪审制度的再认识（一）陪审制度的功过是非从历史意义上看，陪审制度在英格兰的确立不
仅促进了普通法的形成，而且还引起了普通法证据审查制度与司法裁决方式的理性化变革。
从现实意义上看，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审判公开、法律公正的象征和保障机制。
它与判例法相适应，基于事实、普通生活常识、大众文化和自然正义，由普通公民参与司法过程，在
对案件事实作出合情合理性程度较高的裁决的同时，对法官判案实施了制约和监督，实现了法治精神
向社会的渗透，也有利于不公正法律的改革。
但是，陪审制度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不足。
由于陪审团的组成缺乏代表性，不能反映社会构成状况，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区的
共同意向，也就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然法理念。
另外，陪审团成员大多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在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案件事实与证据的准确把
握上难免存在一定的困难，进而影响案件处理的质量。
同时，由于陪审团审理程序相对繁琐、复杂，陪审团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诉讼成本，影响了诉讼
效率的提高。
（二）陪审制度的存废之争矛盾着的制度本身必然会带来对它的褒奖与批判，而且随着社会形势的变
化，这种冲突可能会被激化。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陪审制度总体是呈衰落趋势的。
除美国及加拿大的部分州，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大部分的民事案件中废除了陪审团审判，仅将陪审团
审判限于极少数特定类型（诸如欺诈、诽谤、恶意滥诉、非法拘禁等）的案件中；在刑事审判中保留
陪审团的也仅有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美国等40多个国家。
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种现象，西班牙和俄罗斯在废除了陪审制度后又开始重新引入陪审制度，
而曾在1929-1943年采用后又废除陪审制度的日本也在讨论是否要恢复该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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