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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欧盟国家的法官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职业

法官和业余法官。这里所指的业余法官并不是通称，在欧盟

国家，除了业余法官之称外，还有陪审员、陪审法官、外行

法官、代理法官、公民法官、荣誉法官或非职业法官等多种

称谓。这些“法官”的称谓虽然不尽相同，但有着极大的共

同之处，就是他们通常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律学习和实践，多

数不太熟悉法律，也不以审判为专职，只是临时为审判某一

起案件而被召集、或者虽不针对某一案件但只是拥有较短任

期的“裁判者”。严格地说，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或典型

意义上的法官。在此处采用“业余法官”，是为了论述方便

而借用了欧盟《刑事大法典》的说法。 业余法官参与审判的

制度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后来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

系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推广。从业余法官所担任的法律角

色来看，欧盟各国由于法律渊源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在此方

面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一般来说，在英美法系中，业余法

官相当于事实裁判者，以区别于职业法官这样的法律审理者

；而在大陆法系中，业余法官相当于事实与法律的辅助裁判

者，以区别于职业法官这样的主导审理者。 英国与爱尔兰是

欧盟国家中英美法系的代表。在这些国家中，业余法官参与

审理的基本形式是典型的陪审团制。而在陪审团制下，陪审

团负责审查事实问题，裁决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即

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证据、量刑等法律问题则由



职业法官裁决。就大陆法系国家的业余法官制度而言，最早

学习的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但是这种陪审团式的业余法

官制度最终还是没能适应大陆法系国家的“土壤”，从而退

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是混合陪审法庭

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业余法官不是事实的审理者，而是既

负责事实裁判、又负责法律裁判的混合法庭的重要组成力量

。从学理上讲，他们在裁判权上同职业法官没有实质性的差

别，似乎对判决结果起着相同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却是另外

一回事：业余法官往往会折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自然

地产生一种趋从权威的心理，在表决时容易遵从职业法官的

意志，职业法官总是决定法庭判决的主导因素。因此，有人

将他们称为陪审法官，将职业法官称为主审法官。换言之，

在大陆法系国家，业余法官通常是事实与法律问题的辅助裁

判者。 业余法官的法律角色在欧盟两大法系国家呈现出明显

的分流，这同业余法官的参审形式是紧密相关的。英美法系

国家基本实行陪审团制，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实行混合陪审法

庭制，简称混合法庭制，这表明欧盟国家中业余法官参与审

判存在着两种模式：陪审团模式与混合法庭模式。 这两种模

式有何区别呢？简言之，除了前述所说的业余法官的法律角

色不同外，它们还存在两点重要的差别：其一，参加审理的

形式不同。陪审团模式是由一定数量的业余法官组成陪审团

，然后作为一个整体参加诉讼活动；而混合法庭模式是由业

余法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到以法官为核心的审判组织中去，

以个人名义参与审理、裁决，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陪审集体。

其二，职业法官的职权范围不同。一般来说，在陪审团模式

下，被告是否有罪完全取决于业余法官??陪审团的裁定，职



业法官无权介入；而在混合法庭模式下，职业法官有权参与

被告人有罪无罪的认定。换言之，在陪审团模式下业余法官

负责事实审，在混合法庭模式下业余法官不仅参与事实审，

也参与法律审。 在欧盟的两大法系国家中，由于业余法官的

法律角色、参审形式存在明显差别，因此相应的选任制度也

就迥然不同。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的业余法官（小陪审

团成员）一般都没有任期，为一案一选、一案一任，而大陆

法系国家的业余法官往往都有固定任期，如半年、一年或数

年；英美法系国家业余法官的资格审查主要是个案审查和当

庭审查，其相关程序比较复杂，而大陆法系国家业余法官的

资格审查主要是任前审查，其“庭选”程序相对简单，有些

国家甚至根本没有“庭选”程序。概言之，如果将英美法系

遴选业余法官的做法称为个案选任制，那么可以将大陆法系

的相关做法称为固定任期制。 总的来说，业余法官虽然没有

职业法官丰富的专业知识、资深的审判经验，但是相比职业

法官审理形式而言，我们无法否认业余法官制度也确实有其

特殊的优越性，比如可以遏止人情因素的干扰，防止政府凭

借法律力量迫害民众，以及增强司法的民主化等。这些正是

职业法官制度所缺乏的。取两者之长，共同构建国家的司法

体制，这样不仅不会有损司法权威，相反随着司法日益走向

民主化，更有利于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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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