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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法律, 2018.4.27., 制定]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制定本

法。 

 

  第二条  

公民有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 

  人民陪审员依照本法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法律另有

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 

 

  第三条  

人民陪审员依法享有参加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获得履职保障等权利。 

  人民陪审员应当忠实履行审判职责，保守审判秘密，注重司法礼仪，维

护司法形象。 

 

  第四条  

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受法律保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履行审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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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应当依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 

 

  第五条  

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年满二十八周岁； 

  （三）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 

  （一）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三）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一）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 

  （三）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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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六）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法公信的。 

 

  第八条  

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提请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三倍。 

 

  第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从辖区内的常住居民名单中

随机抽选拟任命人民陪审员数五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对

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征求候选人意见。 

 

  第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从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

单中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第十一条  

因审判活动需要，可以通过个人申请和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

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推荐的方式产生人民陪审员候选人，

经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进行资格审查，确定人民陪

审员人选，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依照前款规定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不得超过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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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十二条  

人民陪审员经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后，应当公开进行就职宣誓。

宣誓仪式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 

 

  第十三条  

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一般不得连任。 

 

  第十四条  

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由法官担任审判长，可以组成三

人合议庭，也可以由法官三人与人民陪审员四人组成七人合议庭。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

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 

  （一）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 

  （二）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 

  （三）案情复杂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 

  人民法院审判前款规定的案件，法律规定由法官独任审理或者由法官组

成合议庭审理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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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

刑事案件； 

  （二）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 

  （三）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

案件； 

  （四）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 

 

  第十七条  

第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

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

合议庭审判。 

 

  第十八条  

人民陪审员的回避，适用审判人员回避的法律规定。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

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

判的，在其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第二十条  

审判长应当履行与案件审判相关的指引、提示义务，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

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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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评议案件，审判长应当对本案中涉及的事实认定、证据规则、法

律规定等事项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向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第二十一条  

人民陪审员参加三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

意见，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二条  

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

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 

 

  第二十三条  

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他组

成人员意见分歧的，应当将其意见写入笔录。 

  合议庭组成人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人民陪审员或者法官可以要求合议

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每名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加审

判案件的数量上限，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五条  

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和奖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

法行政机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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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民陪审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培训。人民陪审员应当按照要求参加培

训。 

 

  第二十六条  

对于在审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人民陪审员，依照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七条  

人民陪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查证

属实的，由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 

  （一）本人因正当理由申请辞去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二）具有本法第六条、第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审判活动，影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徇私舞弊，造成错误裁

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人民陪审员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所列行为的，可以采取通知其所在单

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在辖

区范围内公开通报等措施进行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人民陪审员的人身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人民陪

审员及其近亲属打击报复。 

  对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侵害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的，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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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

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违反前款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向人民陪

审员所在单位或者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上级部门提出纠正意见。 

 

  第三十条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按实际工作日给

予补助。 

  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依

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 

 

  第三十一条  

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

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

费，由相应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司法行

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二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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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