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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来，陪审制度已成为众多国内学者研究的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陪审团制、参审制和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制度运作上存在着不同，但精神旨趣都是
一样的，即都是保障普通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制度，本书之所以选择陪审团制度为研究对象，是因为
陪审团制较参审制的历史影响较大和实践运作较为成功，更具有代表性。
以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凡的成果，但对陪审民主问题尚未澄清，在作者看来，陪审民主问题没有澄
清，应该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对理论渊源的反思性运用尚显不足，正面论证陪审的文献占大多数，
而几乎每篇正面论证陪审价值的文献都要引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关于陪审团的理
论，引用本身并无不当，问题在于《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于1835年，当代陪审团和1835年的
陪审团相比，从适用范围到权力地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存在意义也是不同的；其次，没有严格区分
政治价值与司法价值，一般来说，政治追求民主，司法追求公正，民主不等于公正，当代陪审追求的
是公正、民主抑或其他尚需深入地分析；再次，除陪审在实践中很少采用的理由外，还需对陪审制度
进行内在地剖析，才能得出现代陪审民主是否薄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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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陪审制度是学界有诸多争议的一个主题，本书不敢奢望有什么重大创新，只能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向前推进；作者不打算详细描述和介绍英美的陪审制度，而在于辨析陪审制度背后的民主理论问题
。
    受社会高度关注的许霆案使法律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艺理性受到了严肃的考验，许霆案是典型的疑难
案件，而对于疑难案件，法律入往往在其面前显得专业理性有限，这时司法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将
大打折扣，而司法权威是实现司法社会分工和权力配置的准确定位，是司法努力的方向，疑难案件的
存在无疑增加了这种努力的困难，所以如何适当地处理疑难案件一直是司法中的难题。
这让我们相信，司法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需要非规则的一面。
法学界和实务界也许太专注法律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对运用陪审制度解决类似许霆案的疑难案件乏
人问津，学界尚未回应，只是在一般媒体上有人提出许霆案中陪审为何“失声”。
本书主张运用陪审制度解决疑难案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算是对此疑问的一个学术回应。
    本书的尝试和回应是否成功，有待读者的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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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法学硕士，中山大学法学博士。
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法政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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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光东，《陪审团的历史与价值》，华东政法学院，2004。
论文介绍了陪审团在英国的诞生，陪审团在普通法系的传播与光大，陪审团在大陆法系的移植与蜕变
，陪审团的当代复兴，又以美国为例描述了陪审团的运作。
作者从政治民主参与、分权制衡、个人自由的无价保障、对统治者的“恶法”说“不”、以民间智慧
弥补法官知识之不足、在司法领域反腐倡廉、保障司法独立、提升法官权威、传播法的精神等方面论
述了陪审团的民主价值。
杨安军，《陪审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6。
这篇博士论文侧重于制度的描述。
作者挖掘了陪审制度的历史起源、发展演变历程与原因，将陪审团制度、参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及日
本将要施行的裁判员制度合称为陪审制度，陪审制度有诸多表现形态。
分析总结了陪审制度的理论根基，作者认为，陪审制度的萌芽、产生与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历史演变
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陪审制度是政治民主在司法领域的重要实现形式。
这三篇博士论文对于陪审制度的历史和价值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没有对上述反面意见做出足
够的回应。
这些研究仍然没有说明，在日益强调法律知识是一门专业技术知识的今天，法律活动不断专业化、职
业化、精英化的情况下，当代陪审制度为什么能存在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不足存在着一定的原因：第一，对理论渊源的反思性运用尚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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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陪审制度的民主性辨析》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从2005年进人中山大学到现在，“陪审制度”成为我学习与研究中的主题。
特别是博士毕业后走人工作岗位，还要对博士论文不断修补，可以说是迎难而上，欣慰的是，它终于
要“问世”了。
在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深感学术创新之难。
很幸运，我能师从著名法理学家刘星教授，我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定稿的全过程都得到了导师的悉心
指导，这里我要表示深深的感谢。
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和不倦的教诲永远激励着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
温荣、王毅、张宇、万海峰、陈颀等同学和朋友，在选题、写作和定稿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支持和
关怀，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亲爱的父母，是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成人、供我读书，直至我博士学业的结束
。
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拳拳之心，无以为报，谨以此书作为我无声的感谢！
还要感谢我的兄姐，他们竭尽所能，让我完成学业，对此我会铭记于心的。
我妻子郑皓文为了让我专心完成本书，承担了繁重的家务，使得本书能得以完成，对妻子默默无闻的
支持我会永远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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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陪审制度的民主问题辨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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