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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8_AF_9D_

E8_AF_B4_E6_B3_95_E5_c122_484291.htm 编者按：“法官的

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源自国外，但现在已越来越受到司法

界的关注。对于一个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说，“自由裁量权”

不是绝对的，它首先要服从于宪法和法律，服从于党的工作

大局，服从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可以说，在上述条件下

，它才能和我国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相

结合，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法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作出

的判决符合法律的规定与精神，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该文

作为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学理介绍，可以使我们对这

一概念的内涵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始终

是司法体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在审判实践中最让法官

难以应对的问题。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司法公正

成为法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法官自由裁量权也成为社会各界

普遍关注的热点。 笔者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居中性

的法理概念，是指法官或审判组织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针

对案件事实的是非、真假和曲直等问题，根据已经证明的事

实和法律原则、规则，运用自身的经验和法律良知，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进行逻辑推理并对法律进行自由选择，对案件

事实进行相对自由的判断，从而作出合理准确的判决的权力

。简言之，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基于法律规定的精神和

宗旨，自主寻求裁判事实与法律的最佳结合点，并据此作出

判决的权力。法官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具有以

下特征： 行使主体的特定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是



法官和审判组织。法官作为案件事实的裁判者和法律运用者

，直接理解和说明法律并直接接触案件事实及证据材料，毫

无疑问，法官是实实在在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体。有人把

法官比做“社会医生”来肯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主体地位。

审判组织是对案件作出裁判的主体，它是由法官组成的并根

据法官个人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确定判决结果，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审判组织也应该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

体。 自由的相对性。法官自由裁量权不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权

力，而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权力。首先，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自

由选择权，是一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自由选择

适用法律的权力。其次，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自由判断，自由

斟酌决定的权力，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社会经历和个

案的特殊性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裁量权受到外部和

内部因素的限制。就外部而言，它受合法性原则的限制，有

法律规定时，它受法律文义的限制，在没有法律规定或法律

规定不完备时受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公平正义等社会原则

的限制。就其内部而言，它受合理性原则的限制，自由裁量

权即使在其“框”内行事，也不能为所欲为，反复无常或出

于不正当目的。法官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

则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意志去作出判决，根据法律而不是根据

个人的主观意向去自由裁量。 与案件事实的相关联性。法官

自由裁量权都是针对特定的案件事实而行使的，没有特定的

案件事实，就没有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余地。刘武俊在《

雕刻法律》一文中写道：“雕刻法律意味着司法审判活动不

是被动的‘绞肉机’式的办案，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

，法官要善于通过法律对个案的适用发现并填补法律的漏洞



，以判例、司法解释等形式对法律进行加工。”法官无论自

由裁量权解决的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都是针对个案中

出现的问题，自由裁量权的效力只及于特定个案，不具有普

遍约束力。 价值取向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一种法律

行为。法律行为的价值性在于：它是基于行为人对该行为的

意义的评价而作出的，一个行为只有当它被认为有价值时，

才能由行为人实施，法律行为是以需要为机制的，由行为人

的需要所推动或引发。它是一种对象性实践活动，体现了主

体与客体的关系。从认识论上看，法律行为是对客体的认识

和改造，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从目的上看，行为者

之所以要认识和改造对象，则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实现某

种利益。因此，法律行为是一定社会价值的载体。法官自由

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尊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尊严，必须坚

持公平正义，以合宪合法为标准，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

公序良俗，以促进司法的公正，保障法律的终极价值???社会

正义的顺利实现。 逻辑推理性。比利时哲学家佩雷尔曼认为

：“法律逻辑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将形式逻辑应用于

法律。我们所指的是供法学家特别是供法官完成其任务之用

的一些工具，方法论工具或智力手段。”美国法学教授帕托

认为，“法律推理是一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方法，它一部分是

科学，一部分是艺术。与科学探究一样，法律推理按照规定

的规则与程序，根据仔细的观察和精心的证据权衡而尽力理

性的获得结论。”法官自由裁量权之行使是一项逻辑推理活

动。它必须符合人们思考问题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则的要求；

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裁判必须要有可靠准确的根据和合理的理

由；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推理练习，



而是一种符合现有法律规则或原则的逻辑推理活动，其目的

是使法律规则或原则与案件事实相结合，达到实现社会正义

之目的；它贯穿于法官处理案件的全过程。 (作者单位：山东

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