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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年龄差异的庭审法官话语特征及其对裁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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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机制改革,为凸显庭审活动的中心地位,树立司法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对庭审法官

话语权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在“案多人少”的现实语境和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影响下,基于年龄差异的不同主审法官

庭审话语存在诸多差异,呈现出大量非理想的实然状态,影响裁判结果的一致性和公信力.建构规范化的庭审法官话

语体系,平衡法官年龄差异造成的裁判异化,应树立法官问题意识,加强策略研究,制定话语标准,做到庭审语言明确

简洁、中立客观、逻辑严密.培养法官良好庭审习惯,灵活规范地处理程序问题和实体性问答,将庭审话语的法律性和

艺术性相互融合,以合议庭整体智慧平衡主审法官话语不足,辅之以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为类案同判和裁判结果的

公正提供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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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机制改革不断发展，

旨在提升司法审判能力，凸显庭审活动的中心地位，体现司

法公正。 而司法公正的核心，就是程序公正与实体正义双

重目标的实现。 无论是追求程序公正还是实体正义，都需

要利用庭审语言进行沟通交流、归纳总结、查明事实。 规

范有效的庭审话语，会使裁判结果和法律依据更加公平公

正。 而年龄因素是影响法官话语风格和特征的重要因素，

将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 因此有必要对现

实语境下不同年龄的庭审法官进行话语分析，厘清不足，以

期建构规范化的庭审话语，消减法官年龄差异对裁判结果的

不稳定性影响，为后期的类案同判提供基础。

一、基于年龄差异庭审法官话语特征

一个人的年龄与其世界观、认知能力、办事能力有着密

切的联系，法官更是如此。

(一)青年法官庭审话语特征

(１)庭审经验欠缺，话语的“不安全”感强烈。 年轻法

官普遍社会阅历和审判工作经验缺乏，工作能力相对欠缺，

难以赢得当事人信赖。 加之，法律素养不是很高，使得当

事人对法官用语剥离具体语境进行歪曲，往往通过信访、媒

体舆论攻击、恶意投诉等手段评价和炒作，从而形成青年法

官在庭审中望而生畏，害怕“言多必失”，导致产生不敢多

说、不愿交流的现象。

(２)激进蛮撞、易冲动、易偏颇。 由于庭审实践程度和

专业审判知识不足，年青法官庭审话语容易出现用语不清、

解释粗糙、语言态度生硬，交流互动性差等问题，影响庭审

的顺利推进和审判质量的提升。

(３)急于查清事实和伸张正义心理强烈。 年轻法官庭审

中往往急于查清案件事实而放弃消极中立地位，不自觉的介

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导致法官推进庭审变得异常

被动。

(４)语言灵活性欠缺。 未考量当事人认知能力的法言法

语，虽然规范化无可挑剔，但会影响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交

流沟通。 如果庭审法官不用大众化语言进行释明，当事人

就无法理解，也无法准确回答，抵触情绪便油然而生。 例

如开庭时问“被告，原告是否给你发出了要约？ 你是否进

行了承诺？”因当事人不懂何为“要约”、何为“承诺”，而

无从回答。

(二)中年法官庭审话语特征

(１)语言相对成熟。 中年法官专业知识和实践有了高度

契合，庭审话语丰富，相对成熟，但有的法官庭审中语调夸

张，或者语言过于随意，使当事人对法官能否公正审理案件

产生质疑。

(２)话语武断，言辞不够严谨。 中青年法官长期审理同

类型案件，产生了一定的职业倦怠，在庭审过程中部分法官

缺乏耐心，在没有认真倾听，未详细研读案情，即对案件作

出判断、随意定性。 例如，法官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便

问道：“被告人，你说一下你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生产、销售假

冒伪劣产品的过程？”在案件开庭伊始，法官就主观臆断、

未审先定，主审法官先入为主地进行质问，不利于法官中立

地位的体现，容易使被告人产生对立情绪。

(３)话语强势。 有些法官认为就应当严格按案件本身的

事实予以审理，任何多余的表述都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法庭审理中要求诉讼当事人直接对自己主张进行陈述，限

制当事人对于案件过于详细或细枝末节的陈述。 有时法官

甚至与当事人或代理人就陈述过程产生争执。

(三)中老年法官庭审话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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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喋喋不休，经常重复诉讼参与人的话语。 由于司法

工作的特殊性，中老年法官在长期办案中产生或多或少的焦

虑心理，加之案件责任终身制的压力，面对巨大的考验和挑

战。 庭审过程中有些法官害怕问话不全，喜欢反复就同一

问题进行多次提问，重庭审效率低下。

(２)语言表达问题。 由于高强度的劳动，精力有限，部

分法官声音过小、语速太快、争议焦点概括简单，有应付差

事的背台词、走程序之嫌。 当事人无法听清楚，反应不过

来，话语信息不能实现有效的接收反馈。 部分中老年法官

不会使用普通话，当地语言又使用不流畅，致使庭审沟通

困难。

(３)法庭辩论流于形式。 法庭辩论是庭审的核心环节，

是双方当事人全面阐述自己观点和法律依据，并对对方的观

点进行一一反驳的程序，其旨在理清事实真相，准确适用法

律规范。 但部分中老年法官受“焦虑、厌诉”心理影响，主

持庭审辩论缺乏有效引导，辩论流于形式，质量不高。 有

的法官在该环节未对争议焦点进行总结归纳或者归纳不准

确，致使法庭辩论处于松散、无序状态，仅仅是诉辩意见和

质证意见的简单重复，无法起到厘清案件事实之目的。

(４)思维迟疑，不能和当事人及时有效的进行交流。 受

年龄、身体、职业道德、司法作风、职业倦怠、社会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部分中老年法官情绪不稳、记忆力减退、体能

下降，面对当事人情绪消极、语言沟通迟疑，有效性不强。

尤其是面对部分年龄偏小的诉讼当事人，语言上的代沟也造

成沟通不畅，进而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判结果的公平公正。

二、基于年龄差异法官庭审话语特征原因剖析

(一)“案多人少”的现实冲突

法官主要通过控制庭审活动的启动、发展和结束掌控全

局，法官处于庭审关系的核心地位。 法官在庭审中享有支

配地位的话语权，应当逻辑严密、规范高效地推进庭审。

但目前受制于“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局，法官各类事务繁

多。 为了提高庭审效率，法官会压缩当事人的话语权。 这

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起到了有效控制庭审时长的作用，但是在

兼顾效率的同时，庭审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一直被

诉讼参与人所诟病。

(二)职权主义庭审模式影响根深蒂固

随着法治的进步和司法体制改革，“以庭审为中心”当

事人主义模式逐步形成，但受法官职业素养、当事人法律意

识差异、社会环境的多重约束，职权主义庭审模式和弊端尚

未完全消除。 法官，尤其是中老年法官，在庭审中的行为

定势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影响庭审质量。

(三)对审判语言的规范性认识存在偏差

部分法官认为只要能和当事人进行有效交流，把案件事

实查清，将矛盾纠纷予以化解就完成了审判使命，对庭审话

语的规范性认识不足。 认识短浅、语言随意，使法官庭审

话语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即便是庭审公开、审判巡查、

作风整顿、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仍存在难以彻底根

除的顽疾。

(四)对庭审话语权的功能定位缺乏统一认识

诉讼当事人的话语表达最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最大化

的诉求渴望和利益的满足，其内容中更多的是对对方当事人

的贬损否定和对法官无限的期许。 法官庭审话语的职能定

位应该是中立、消极、客观、不偏不倚，以求社会最大程度

的认可和支持。 话语权功能定位的冲突，使得法官庭审话

语在实际运用中面对诸多阻碍，极易将法官带入歧途，裁判

因此产生偏差。

三、基于年龄差异庭审法官话语对裁判的影响力辨析

(一)知识储备不同，庭审话语不同，裁判结果的差异化

已然产生

法官的职业基础是法律知识，年轻法官相对法律基础知

识丰富，但法律与社会生活一脉相承，社会生活阅历欠缺的

人，对于矛盾纠纷往往很难作出睿智而理性公正的裁判。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矛盾纠纷的多元、疑难复杂化，导致

案件审理难度与日俱增，只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社会经

验，法官才能深层次的把握案件。 弥补年龄差异造成的知

识及社会阅历之不足，灵活使用庭审话语，有针对性的推进

庭审进程，迅速高效地查明案件事实，才能准确厘定是非，

进行公平正义的司法裁判。

(二)法律方法运用水平不同，导致裁判结果差异化明显

法律方法是一种综合性学问，是通过法律规范分析事

实、解决纠纷的高等技艺。 法官面对疑难复杂案件时，如

果能够熟练地掌握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的方法，

就能够全面理解法律原则，准确适用法律规范，妥当解决各

类疑难复杂案件。 不同年龄段的法官知识能力、认识水

平、法律方法不同，所得出的裁判结论必然会产生不同

偏差。

(三)逻辑与经验的差异化，形成不同的裁判内容

逻辑是法律的躯壳，经验是法律的生命。 逻辑推理在

庭审规范、法律适用中不可或缺，而社会经验对于法官来讲

也是无法替代。 青年法官虽然学历高、能力强，但恰恰缺

乏的就是经验，因为“理论是灰色的，唯经验之树常青”。

不同年龄段的法官受社会经验的差异、逻辑推理强弱，使庭

审话语或偏或全，导致查明的案件事实不一致可能性扩张，

裁判内容差异化的客观存在。

(四)法官自身素质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发生

我国法治事业的发展起步较迟，专业化法学人才培养步

伐缓慢，直接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素质参差不齐。 年轻法

官相对接受过正规法学教育，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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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年龄偏大的部分法官虽具有审判资格，也有较丰富的审判

经验，但法律专业知识相对不足，对同类案件的事实认定和

法律适用上存在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成为同案异

判产生的根源。

(五)法官社会经验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作用不一

在我国法官的绩效考核和“错案追究制”中，案件如果

不能获得诉讼各方当事人的认可，就会产生重审、再审、改

判或涉诉信访等问题，甚至会追究法官的责任。 青年法官

行政经验欠缺，更多的依赖法律、法规或法理，对案件处理

就事论事、相对简单，能迅速的根据法律规范作出裁判。

中年及老年法官则更注重各方利益的博弈和社会效果的综合

考量，更注重利益平衡，使得自己的裁判结果最大化的符合

各方利益。 不同的年龄特征决定了法官差异化的心理特征

和社会经验，不同的悲天悯人情怀，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差别

由此扩大。

四、结束语

审判法庭是法官的舞台，判决书是法官的名片，法官的

每一句语言，都关系着自身的形象，影响着司法公信力建设

的成败。 法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应变能力，灵

活规范地处理程序问题和进行实体性问答。 同时，不同年

龄差异的法官受法律知识、社会经验、性格特征等不同因素

的影响，掌握自由裁量权的幅度不一，存在裁判结果的差异

化现象，容易导致类案异判的情形。 对此，应通过标准制

定、技能培训、指导性案例引导、责任追究等加以规制。

只有激发法官内生动力，使其主动树立问题意识，从每个案

件的具体情况出发，通过良好有效的庭审话语沟通，准确查

明案件事实，才能为裁判结果的公正，以及树立人们对司法

的信赖打下扎实基础，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

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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