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审判--12.1 审判概述--12.1.4. 判决、裁决和决定  

一、判决 

（一）判决的概念 

  判决是人民法院在诉讼终结时直接针对案件的实体问题所作的处理和决定 。刑事判决解决的是认定犯

罪事实、确定罪名以及量刑这样的实体问题，因而它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主要体现。 

  判决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结果，是国家意志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非依法定程序不能改变 。因此，判决只能在调查案件事实后的终结阶段作出。判决一经作出，既标志

着实体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程序审理的结束。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95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种。有罪判决

表现为处刑判决和免刑判决，前者指既要认定事实确定罪名，也要确定刑罚；后者指只认定事实确定罪名

而不判处刑罚。 

  判决书是判决的法定表现形式，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书，执行判决一律以判决书为依据。 

 

（二）刑事判决书的组成 

  刑事判决书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开头部分。包括：（1）人民法院名称、判决书类别、案号；（2）公诉机关的名称、公诉人的姓名、

职务，如果是自诉案件，则应写明自诉人的情况；（3）被告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籍贯、住

址、是否在押；（4）辩护人、代理人的姓名、职业；（5）案件由来、开庭日期、审判形式、是否公开审

理等。 

  2.事实部分。应先写明控方指控的基本内容，被告人、辩护人对指控的看法、态度，然后写明人民法

院认定的事实。作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应当详细写明犯罪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

行为过程、结果等有关情况；被告人犯数罪的，要写清各罪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共同犯罪案件中要写明各

个被告人参与的犯罪情节，明确主从关系。叙述事实应以法庭审理中查证属实的证据为根据，层次要清楚，

主次要分明。如果事实内容涉及国家机密的，应当注意防止泄密；涉及当事人隐私的，不能叙述有关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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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情况和被害人的姓名。无罪判决的事实部分，可以和理由部分合并起来写。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的通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确定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自愿认罪且

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法庭审理可以直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 

  3. 理由部分。有罪判决应当写明认定被告人犯有指控罪行的证据，叙明具体运用证据的理由，确定犯

罪性质和罪名的法律依据，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以及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和根据，这些

理由和根据应当包括对辩护意见否定或者肯定的理由和根据。判决无罪的，应当写明判决无罪的具体理由

或者有关的证据。 

  4. 判决结果部分。即判决的主文，是判决书的实质内容，是人民法院对案件所作的结论。 

  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一部分应当写明被告人犯了何罪，给予的刑事处罚，赃款、赃物的处理；数罪并罚

的，应写明对各罪所判的刑罚和决定执行的刑罚；被告人被羁押的日期如何折抵刑期，刑期的起止日期；

有附带民事诉讼的，还应写明附带民事部分的处理。无罪判决则应写明对被告人宣告无罪的决定。如果有

被扣押、封存的物品、文件等，还应写明如何处理。 

  5.结尾部分。应写明对本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及上诉的法院和上诉期限；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书记员

署名；判决书制作日期等等。 

 

刑事判决书 

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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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或者判决执行过程中，就某些重大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所作的

一种决定。 

  裁定与判决的区别具体表现在(表 12-2)： 

区  别 点  判        决  裁        定  

适  用  对  

象  
解决的是案件的实体问题 主要解决的是程序问题 

适  用  范  

围  

只限于审判终结(包括第一审、第二

审和以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终结时) 

较为广泛，包括整个审判和执行程

序的全过程 

适  用  方  

式  
必须用书面形式 可以采用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 

上诉、抗诉期

限  
不服判决的上诉、抗诉期限为 10 日 不服裁定的上诉、抗诉期限为 5日 

  

表 12-2  判决与裁定的区别  [马贵翔，2003]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裁定解决的某些程序问题主要指：《刑事诉讼法》第

104条所规定的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而耽误诉讼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申请

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对该项申请是否准许，可以使用裁定；《刑事诉讼法》

第 205 条规定的关于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

使用裁定驳回自诉；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或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等，可以使用裁定。人民法院适用裁

定解决的部分实体问题主要指在执行阶段，人民法院使用裁定依法减刑、假释等。 

 

 

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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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定 

  决定是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某些程序性问题进行处理的一种形式。根据《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决定主要适用于： 

  (1) 解决申请回避问题； 

  (2) 适用各种强制措施或变更强制措施； 

  (3) 延长侦查中羁押犯罪人的期限； 

  (4)在庭审过程中，解决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

新鉴定或者勘验等； 

  (5)关于延期审理。 

  决定和裁定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1）适用范围不同。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决定，什么情况下使用裁定，区别在于是否涉及上诉、抗诉问

题，凡是不涉及上诉、抗诉问题的使用决定，反之使用裁定；  

  （2）生效时间不同。为了保证诉讼效率，绝大多数决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不允许上诉和抗诉。某些

决定，如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罚款的决定等，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法律允许

当事人申请复议一次。因诉讼中的许多裁定允许上诉和抗诉，故裁定一般不会在作出后立即生效。 

  （3）裁定一般使用书面形式，少数情况下使用口头形式，而决定一般情况下使用口头形式，少数情况

下使用书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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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书                    查封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