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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合议庭运行机制的意见 

法发〔2022〕31号 

为了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合议庭运行机制，

明确合议庭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等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

制定本意见。 

  一、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合议庭全体成

员平等参与案件的阅卷、庭审、评议、裁判等审判活动，对

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诉讼程序、裁判结

果等问题独立发表意见并对此承担相应责任。 

  二、合议庭可以通过指定或者随机方式产生。因专业化

审判或者案件繁简分流工作需要，合议庭成员相对固定的，

应当定期轮换交流。属于“四类案件”或者参照“四类案件”

监督管理的，院庭长可以按照其职权指定合议庭成员。以指

定方式产生合议庭的，应当在办案平台全程留痕，或者形成

书面记录入卷备查。 

  合议庭的审判长由院庭长指定。院庭长参加合议庭的，

由院庭长担任审判长。 

  合议庭成员确定后，因回避、工作调动、身体健康、廉



政风险等事由，确需调整成员的，由院庭长按照职权决定，

调整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并在办案平台标注原因，或

者形成书面记录入卷备查。 

  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另行组成合议庭”的案件，原合

议庭成员及审判辅助人员均不得参与办理。 

  三、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审判长除承担由合议庭成员共

同承担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确定案件审理方案、庭审提纲，协调合议庭成员

庭审分工，指导合议庭成员或者审判辅助人员做好其他必要

的庭审准备工作； 

  （二）主持、指挥庭审活动； 

  （三）主持合议庭评议； 

  （四）建议将合议庭处理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依照有

关规定和程序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

决定； 

  （五）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审判长承办案件时，应当同时履行承办法官的职责。 

  四、合议庭审理案件时，承办法官履行以下职责： 

  （一）主持或者指导审判辅助人员做好庭前会议、庭前

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及其他审判辅助工作； 

  （二）就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及保全、司法鉴定、

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等提请合议庭评议； 

  （三）全面审核涉案证据，提出审查意见； 



  （四）拟定案件审理方案、庭审提纲，根据案件审理需

要制作阅卷笔录； 

  （五）协助审判长开展庭审活动； 

  （六）参与案件评议，并先行提出处理意见； 

  （七）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制作或者指导审判辅助人员

起草审理报告、类案检索报告等； 

  （八）根据合议庭评议意见或者审判委员会决定，制作

裁判文书等； 

  （九）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五、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合议庭其他成员应当共同参与

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根据审判长安排完成相应审

判工作。 

  六、合议庭应当在庭审结束后及时评议。合议庭成员确

有客观原因难以实现线下同场评议的，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办

案平台采取在线方式评议，但不得以提交书面意见的方式参

加评议或者委托他人参加评议。合议庭评议过程不向未直接

参加案件审理工作的人员公开。 

  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先由承办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证

据采信以及适用法律等发表意见，其他合议庭成员依次发表

意见。审判长应当根据评议情况总结合议庭评议的结论性意

见。 

  审判长主持评议时，与合议庭其他成员权利平等。合议

庭成员评议时，应当充分陈述意见，独立行使表决权，不得



拒绝陈述意见；同意他人意见的，应当提供事实和法律根据

并论证理由。 

  合议庭成员对评议结果的表决以口头形式进行。评议过

程应当以书面形式完整记入笔录，评议笔录由审判辅助人员

制作，由参加合议的人员和制作人签名。评议笔录属于审判

秘密，非经法定程序和条件，不得对外公开。 

  七、合议庭评议时，如果意见存在分歧，应当按照多数

意见作出决定，但是少数意见应当记入笔录。 

  合议庭可以根据案情或者院庭长提出的监督意见复议。

合议庭无法形成多数意见时，审判长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程

序建议院庭长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由院长将

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形成的意

见，供合议庭复议时参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

执行。 

  八、合议庭发现审理的案件属于“四类案件”或者有必

要参照“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

院庭长报告。 

  对于“四类案件”或者参照“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案

件，院庭长可以按照职权要求合议庭报告案件审理进展和评

议结果，就案件审理涉及的相关问题提出意见，视情建议合

议庭复议。院庭长对审理过程或者评议、复议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决定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按照程序提交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意见。院庭长



监督管理的情况应当在办案平台全程留痕，或者形成书面记

录入卷备查。 

  九、合议庭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由合议庭成员签

署并共同负责。合议庭其他成员签署前，可以对裁判文书提

出修改意见，并反馈承办法官。 

  十、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的，适用本意见。依法

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的运行机制另行规定。执行

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要组成合议庭评议或者审核的事项，参照

适用本意见。 

  十一、本意见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之前有关规

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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