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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审判改革视野下司法改革的困
境与道路

曹 男

延边大学，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 司法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司法改
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尚有不完善之处。从而导致家事审判改革受到一定阻碍。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 进一步推进
法院员额制改革是司法改革道路上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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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事审判改革视野下司法改革的困境
( 一) 缺乏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的困境
绩效考核是一项用以评价法官工作业绩的重要标

准，涉及评价法官的业务能力以及未来的发展。我国
绩效考核机制其主要依据《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纪律处
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法官职业道德基
本准则》。①目前我国法院绩效考核主要以案件数量作
为评判标准之一。考核机制主要采取平等化考核方
式，即各法官之间的办案数量趋同。案件考核标准也
与案件办理周期相关联。家事纠纷案件中由于该类案
件是当事人基于个人情感、家庭伦理等感性问题产生
的，其矛盾的产生夹杂着复杂的个人情感。当家事纠
纷案件进入调解程序时，需要法官以及司法辅助人员
进行大量的调解工作最终导致调解周期较长且时间不
固定。由于家事纠纷案件就有特殊性从而影响案件的
办结效率。使家事调解工作的展开受到无形的阻碍。
以审期内结案率为依据的绩效考核此时成为实现家事
审判工作效应的拦路虎。不科学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制
度会导致家事审判法官迫于压力采用快审快决的方式
结案，调解工作蜻蜓点水般的成为一种形式，导致诉调
对接工作难以落实。

( 二) “员额制改革”的困境
“员额制“是指法院、检察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数

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法官、检察官
的人员限额。员额制度的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框架下
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的员额制改革已经在全国
范围内基本完成。在不断的司法实践工作中对于员额
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需求十分显著，在家事审判工
作中也有所体现。第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
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导致基层法院原本“案多人少”的
情形更加严峻。就家事纠纷案件而言该类案件数量多
且逐年增加，办案法官数量有限加之基层法院的人员
配置尚未达到员额制的要求。②导致办案法官压力持
续增加的情况存在，直接影响到法官的办案质量的下
降。第二，存在家事审判部门法官与其他审判部门配
比不合理的情况。第三，法官的积极性随着工作量的
加大以及生活压力的增加日益消减。法官作为国家司
法活动践行者的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法官的生
活需求以及财产需求需要得到保障。当经济需求成为
法官的生活负担时工作的高效性和热情度也会受到十
分大的影响。

二、家事审判改革视野下的司法改革道路

( 一)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
我国亟须出台合理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为家事审

判改革工作提供助力。笔者建议将现有考核制度类别
化。由于不同类别的案件难易程度存在差别，因此法
官在办案周期内办理案件数量标准应依据案件难易程
度分别划分。采取类别化的方式考虑不同的案件类别
的特殊性，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绩效考核制度。家事纠
纷案件审判的绩效考核制度应当重点评价家事审判案
件中审判人员办理其案件过程中的质量，例如是否进
行有效的调解，是否采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妇联
等部门紧密配合共同对案件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是
否做到案后回访等一系列工作。是否在调解案件的过
程中符合法律规定。

( 二) 推进员额制改革
首先，应扩大员额法官的比例，实行基层区别于中

级、高级人民法院的员额设定制度。以多轨制的方法
分别划分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的法官入额人数以及相
关人员配置比例。其次，区分不同审判部门的员额比
例;再次，提高员额法官以及审判团队人员的福利待
遇。提高法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有利于减少其生活负
担以及经济负担，以此激励法官的办案热情和积极性。
虽然目前相关政策中已涉及此项内容但在调研基层法
院的过程中发现，其工资待遇的提升幅度不大或者尚
未落实。法官员额制的完善，是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

化的重要制度。③将家事案件的审判趋于专业化、职业
化，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也是家事审判改革的目的
之一。

三、结语
家事审判改革任重而道远，完善司法改革制度有

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建立科学合
理的绩效考核机制;进一步推进法院员额制改革有利
于完善司法改革制度从而有利于家事改革更好的发
展。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未来的改革道路必将取得丰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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