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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审公开方面，意见

提出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

位信息公示与预约制度。对

于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且受

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

应当在已有条件范围内，优

先安排与申请旁听者数量相

适应的法庭开庭。有条件的

审判法庭应当设立媒体旁听

席，优先满足新闻媒体的旁

听需要。

“法庭不可能容纳无数的

人来旁听，所以我们将建立预

约制度。公众可在网上进行

预约，优先保证和案件有利害

关系的人，比如当事人亲属等

参加旁听。”贺小荣说。

他表示，由于法院设施的

限制，不能满足所有人旁听，今

后将利用视频直播、网络直播

等方式满足社会民众希望旁听

案件的需要。“这个制度将在下

一步不断完善，会陆续推出一

些配套举措。” （据新华社）

未来几年，法院将有哪些变化？
——解读修订后的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

最高人民法院2月 26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

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修订

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四五改

革纲要）。意见围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

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提出了7个方面65项司法改革

举措。

通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未来几年中法院将有哪些变

化，从这份人民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中可窥一

斑。

诉讼以审判为中心，被告出庭告别“囚服”

意见提出，到2016年底，推

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

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审

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作用没有

充分体现，人权司法保障力度有

待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少平说。

意见提出，推动建立以审判

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

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

行；强化庭审中心意识，保证庭审

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

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严格实

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针对一段时间来社会热议的

被告出庭受审是否要穿“囚服”的

问题，意见作出明确回应：“禁止

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

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

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最高法司改办主任贺小荣

表示，犯罪嫌疑人是被指控的对

象，并未确定为罪犯，不能给他

打上符号、标注等有罪标签。“这

项改革有望近期推进，我们正和

公安等相关部门进行紧密沟通

和协调。”

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层层请示、层层审批”现象

“目前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

司法行政化问题还比较突出，审

者不判、判者不审、层层请示、层

层审批，违背司法规律和审判运

行规律。”李少平说。

对此，意见抓住审判权力运

行机制这个关键，提出一系列改

革举措，促进司法为民、司法公

正。

意见明确，健全主审法官、

合议庭办案机制和办案责任制，

健全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和审判

监督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

机制，要求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

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贺小荣表示，完善主审法官

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就是要让审

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彻底

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

题。

“判决是应当由主持庭审

的法官来做，同时任何权力都

应当受到监督。所以，法院院

长、庭长对法官的监督制约要

加强，但这绝对不能侵害法官

和合议庭的独立审判权。”贺小

荣说。

据介绍，确保人民法院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将是

法院本轮改革的重要目标内

容。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

管理体制等方面，意见提出一

系列措施确保人民法院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首次

提出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

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具 体 来 说 ，就 是 按 照 案

件 全 程 留 痕 要 求 ，明 确 审 判

组 织 的 记 录 义 务 和 责 任 ，对

于 领 导 干 部 干 预 司 法 活 动 、

插手具体案件的批示、函文、

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

介质存储、专库录入、入卷存

查 机 制 ，相 关 信 息 均 应 当 存

入 案 件 正 卷 ，供 当 事 人 及 其

代理人查询。

针对某些领导干部通过

电话或口头指示干预司法的

现象，贺小荣说：“要建立一种

更加科学的记录和通报制度，

追究干预者的法律责任。但

仅靠记录和通报制度还不够，

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是

最关键的。”

确保审判权独立 领导干预司法记录将可查询

法官惩戒委员会将面世
“说理”水平将是法官考核重要因素

意见明确，要在国家和省

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

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

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

法官惩戒程序，既确保法官的

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

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

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贺小荣说，法官惩戒委员

会在我国是新生事物。法官

职业有一定特殊性，对法官的

责任追究必须通过专业组织

来进行。

“惩戒委员会与纪检监察

机关有所区别也互相联系，惩

戒委员会对法官作出的鉴别

和判断，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处

理决定具有重要作用。”他说。

李少平表示，我国对法官

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选

任、管理等均没有体现职业特

点。因此，意见提出推动法院

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

法官员额制度，改革法官选任

制度，确保品行端正、经验丰

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法律

人才成为法官人选。

意见同时提出推动裁判

文书说理改革，建立裁判文书

说理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说

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

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裁判

文书不可能不讲理，法官办案

受到领导干预，那他可能把裁

判文书说得符合法律吗？”贺

小荣说。

旁听庭审将可上网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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