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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9_99_88_E

6_9C_89_E8_A5_BF_EF_c122_485968.htm 最高法院的《中国法

院网》近日报道说：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大部分案

件做到当庭裁判。当庭裁判的案件高达７０％。２００３年

以来，该院规定，如果案件在庭前规定的时间内调解不成，

立案庭立即将案件转入各审判庭并排期进行开庭审理，在法

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后，对事实基本清楚、法律关系较为明确

的案件，如果当庭再调解未果，法官就会宣布休庭，并告知

当事人在法庭内等候。然后，法官进入审判法庭内的合议室

，立即对案件进行合议。经过充分评议，如果合议庭对案件

的裁决能够形成多数意见，且案件属于当庭裁判范围，合议

庭可以不需要向庭长或院长请示汇报，当庭作出裁决。并告

知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法院领取裁判文书。该院院长王

少南说，此举是把审判权真正还给合议庭。当庭裁判率的提

高，标志着审判管理的行政化趋势正得到扭转，法官的审判

权得以真正回归。 司法改革，我们已经期待了好久。这个源

于一个中级法院的小做法，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希望。在以

往定期宣判的审判模式下，一般要求法院十天内判决。但实

际上，在这个时间内作出判决的极少。案件在开庭审理后，

法官要对案件进行评议，还需要分别向庭长、分管院长请示

汇报，裁判文书也需要逐级审核签发，造成案件迟迟不决，

等待判决结果是个漫长而焦虑的过程。越是复杂的各方关注

的案件，越是这样。法院实行主审法官制、抓审限后，这个

问题稍好一些，但期限内审后久拖不决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当事人对法院的裁判容易产生猜疑。有的案件审了几年还

未作出裁决，导致当事人感到“打官司难”。案件审理中的

“行政化趋势”，就是指这种现象。 当庭判决的好处极多。

首先，可以改变审的不判、判的不审的现象。法治和人治的

区别，是制度化运作和权力化运作的区别。以前有的案件法

庭上坐的只是木偶，审得最认真他也没有判的权力，因此他

根本不会真的负责地审案。让根本没有听过审判，只听汇报

的人批示决定案件的结果，其背离事实真相和基本法律的现

象就无法杜绝。 其次，可以增强法官的责任心。当庭判决，

合议庭法官就必须高度集中精力投入庭审，充分听取各方律

师的意见，及时归纳证据和事实，事先准备好法律依据，认

真扎实地进行法庭发问和记录。死刑案件合议庭法官法庭上

看小说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当庭判决还可以让优秀的法官迅

速冒出来，南廊先生无处容身。 第三，可以真正落实错案追

究制。过去法院的错案追究制落实不了，原因是在判决书上

写名字的人并不是真正对案件作决定的人。法院正卷中记录

的东西和副卷记录的内幕意见可以完全相反。要追究署名人

他会拿出决定人的批示和记录意见。要处分真正的决定人他

又可以说我根本没有参加这个案件的审理判决。最后大家负

责大家不负责，相安无事。错案纠正不了，大家抱成一团维

持错误。不受任何错案追究的现实，使很多法官越来越缺乏

对法律的敬畏，不负责任地办案越来越肆无忌惮。当庭判决

就会非常明确地把责任落实到主审法官和合议庭。 第四，他

可以真正落实审级监督制度。法院同行政机关的区别，是一

级监督一级，不是一级领导一级。因此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的

判决不得事先请示上级法院。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让审判合议庭依法合议表决进行判决。但实际上，我国

法院大量存在内部请示。有的案件未审先定，法庭开庭只是

一个形式和演戏。一审判了，你上诉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一

审判决就是征求了二审的意见。当庭判决就不可能有这样的

现象。除非事先已经授意。 第五，可以杜绝大量的干扰和人

情关系的影响。 一个案件长久不判，原被告双方都会猜对方

在搞关系，会千方百计打听法官同谁有关系可以通路子，双

方的律师日子都会很难过。当事人会逼着你。你不去公关你

没有用，你去公关你会出问题。法官日子也会很难过。时间

长了双方都会找到你很铁的关系托上你，最后有些案件法官

变得双方都得罪不得，只好硬压双方调解。一月不行两月，

三月不行五月，反正我不判，调解了大家平安，判决了双方

都会去投诉告状。最后诉讼掮客得利，律师不干的他干，法

官没拿的他拿，法官和律师背黑锅。法官的执业风险加大。

当庭判决他们要搞关系也来不及。 第六、可以杜绝来自非法

治的干扰。对法院的干扰不但来自于私权，更多的来自于公

权范围。一个案件开庭了，法院可能作出无罪判决，公安、

检察等办案机关会公开直接地对法院的判决方案进行干预。

判不了此罪判彼罪，判不了实刑判缓刑，实在判不了你退回

检察让我自己消化处理，反正不能让我错让我国家赔偿。案

件拖得越久，法院的压力越大。有的案件就完全走了样。无

罪的成了有罪，可以轻判的成了重判的。民事案也同样，案

件久了双方都会找到法院和法官的上级，他们的批示和电话

都会过来。行政诉讼时间久了，法院的日子会更难过。有权

的行政机关法院也惹不起。最后总是百姓倒霉。所有的行政

案件拖得越久，原告肯定败诉。当庭判决就不同，他还没有



批示法院已经宣布了，找也没有用，干脆不再来干预。 第七

、可以打消社会的猜疑。一个案件开庭后半年不判，法院再

公平公正社会也不会相信。不是权力干预就是人情影响。而

当庭判决，法院开庭是公开的。事实证据当庭认定，诉辩审

三方同台亮相，法律适用当庭释明，判决理由当庭讲清，判

决结果立即出来。没有暗箱操作，双方也不会怀疑对方同法

官事先接触搞关系，法官的信誉度可以大大提高，办案的权

威性和公信力都会加强。 第八、可以真正体现律师的水平和

敬业精神。法院如果这样审案，一些“浆糊律师”就会没有

饭吃。真正认真负责、敬业尽职、法律功底扎实的律师会迅

速出名和成功，律师行业的风气会大大改进。现在有的律师

出庭事先没有准备，上法庭没有代理词辩护词，法庭上他说

得云山雾罩不知道说什么，整天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请法官吃

饭娱乐上，所有问题都在酒桌上解决了。敬业的讲法律的律

师反而搞不过他们，成了笑柄和书呆子，关系律师成了赚大

钱的大律师。如果当庭宣判，素质差的律师没有几年就会混

不下去，就会被淘汰，优秀的律师会迅速成长起来。律师行

业中研究学问、认真做事的人会越来越多，律师和法官的关

系不用整顿教育也会健康起来。 第九、可以大大减轻当事人

的诉讼成本。法院当庭判决，当事人和律师不但可以节约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可以节约大量的公关经费。现在托人求

情，吃个饭送个烟，对于贫困的百姓而言，是不小的负担。

但官司缠身，他倾其所有也要这样去做。有的人十年上访家

徒四壁，官司拖死人，就是这个原因。有的人为打赢官司被

诉讼掮客骗走数十万上百万都有。百姓有句话，气死难告状

，无钱莫涉讼。一场官司下来，好多人确实会倾家荡产。原



因不是法院收了多少诉讼费，也不是律师收了多少律师费，

而是中间环节关系环节化了他们大量的冤枉钱。如果法院当

庭判了，官司双方都不会被骗和乱化冤枉钱。 第十、他可以

保障法官队伍的廉洁性和司法公正。当庭判决，结果已经出

来。当事双方再找这个法官已经没有用，因此判了事了，法

官被公关的危险就可以大大减少。法官可以腾出精力办理好

新的案件，可以有时间研究学问，可以有时间把精力放在正

事上。来自领导、亲友、家人的关系网影响都会减少。寻租

机会少，做官才安全。用制度来保护法官，比培训、惩处的

效果都要好，要科学得多。 当然，当庭判决对法官的业务素

质和法律水平的要求更高，主审法官和合议庭成员必须要有

高度的责任感、敏捷的思维、高度的分析问题概括问题的能

力、扎实的法律功底、敬业尽职的作风。对法院的基础设施

保障的要求也更高，还要有一套助理法官、书记员的保障机

制。特别是法院的领导要有民主和法治的意识，真正想实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真正想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同时要顶

得住有关人士的责难和批评。只要法院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树立法院权威的目标并不难实现。中国的优秀法官只有在

这样审判机制下才能够真正成长起来。陈有西：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高

级律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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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