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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于2008年9月20日至22日在江西省井冈山市召开。
本次年会由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共同主办，并由人民检察博物馆和南
昌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共同协办，本次年会的主题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从事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年会共收到论文110余篇，会上已印刷成册供与会代表交流研讨。
会后按照本研究会出版年会论文集的基本要求，由论文作者及研究会秘书处进行了修改、编辑，确定
将113篇符合条件的论文交付出版。
此外，该论文集还收录了开幕式上有关领导的致词、讲话及四位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的专
家所作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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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陪审员是否参加量刑程序我国的审判包括定罪和量刑两项内容。
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陪审员
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行使相同的职权：既行使定罪权，又行使量刑权。
如果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这是否要改变？
有人提出，应当取消陪审员的量刑权，理由是量刑问题本质上属于法律问题，没有经过专业学习而且
不具备丰富审判经验的普通民众难以承担量刑重任，所以在量刑程序的徽庭中要排除人民陪审员。
这种观点乍一听似乎顺理成章，但细细想来就觉得过分牵强：量刑问题是否比定罪问题更加专业、更
加复杂？
定罪仅仅是事实问题吗？
它涉及的法律问题比量刑少吗？
引进陪审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可能是受了英美法系通常由陪审团认定是否有罪，由法官进行量刑的影响。
但是，也应当注意到这种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如在美国，“目前，大多数州规定由陪审团量刑决定
是否适用死刑，也有少数一些州规定由陪审团向法官提出建议，然后法官作出最终的量刑选择。
还有一些州则规定，法官可以否决陪审团的死刑判决，或将之改成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①证据裁判主义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证据有无证据能力
、证明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证明责任的承担、证明标准、犯罪构成要件等均需要裁判者在定罪时进
行衡量。
在进行量刑时，裁判者掌握量刑幅度、从重、从轻、减轻等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的法律规定，进而结
合具体案件适用刑罚。
就定罪和量刑的实际运用而言，很难说定罪与量刑哪一个更容易，哪一个更需要法律专业知识。
因此，笔者认为以量刑更专业、更复杂为理由剥夺陪审员的定罪权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讨论是否让陪审员参与量刑程序时，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让陪审员参加到审判程序中。
在我国，之所以复兴陪审制度让陪审员参加审判程序是因为陪审员的民众身份、民众感知。
近年来，陪审制度之所以从衰落走向繁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众的民主意识在增强，而以
陪审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审判就是民众行使司法民主权的重要体现。
作为民众的陪审员对量刑的轻重也会有一种最直接的感知，这种感知是连接司法裁判和民意的桥梁，
是民意的试金石。
在笔者看来，在我国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时应当保留陪审员的量刑权，这将促进我国陪审制度的发展，
进而推动司法民主的进程。
当然，量刑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感知过程，而是一个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过程。
陪审员在行使量刑权之前还需要得到必要的法律指导，保证量刑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在美国，陪审员在对死刑案件进行量刑时也必须得到必要的法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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