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判员、检察员随届任免好  

□  郑 湘  
  

湖南省中方县人大常委会近日作出决定，所有由该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干部，包
括法院审判员、检察院检察员，在县人大换届后，均须重新任命。笔者不禁为这一创
新精神和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拍手叫好。 

审判员、检察员随届任免，体现了人大的届别设置功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任期五年，五年期满，本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责便告终止，其选举、任
命的干部从法律上讲，其身份和职权也相应终止。然而长期以来，地方人大换届后，
人大常委会往往只对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两院”主要领导以及庭长、副庭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检察委员会委员重新任命，而对上届或往届人大常委会已任命过的审
判员、检察员不再重新任命。这就客观上形成了审判员、检察员“一次任命，历届有
效”的特殊现象。而审判员、检察员随届任免，符合人大届别设置的法律本义，有利
于维护法制的统一。 

审判员、检察员随届任免，体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
法队伍”。在依法治国进程中，法官、检察官是维系国家法治的特殊群体，他们素质
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治的实现程度，对法律功能的发挥起着很大的作用。通过随届
任免，可以对审判员、检察员届内工作进行全面考察和总结，实行优胜劣汰，打破任
职的终身制，督促审判员、检察员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根据新时期司法队伍建
设的要求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完善知识结构，增强职业素养，提高司法工作水平和效
率。 

审判员、检察员随届任免，有利于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人大监督是
我国监督体系中最具权威、监督范围最广的监督方式。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审判
员、检察员历届人大常委会只需任命一次，他们在被任命后，往往很少主动与人大联
系，加之人大常委会的监督重点一般主要是“两院”的主要领导和庭室负责人，审判
员、检察员基本游离于人大的监督之外。而审判员、检察员又是“两院”干部队伍中
数量最多的部分，对他们监督不到位，必然影响到人大监督的力度和广度。实行随届
任免，无疑会使人大常委会与审判员、检察员的联系经常化，有利于实现人大对司法
工作的全面、有效监督。 

 （作者单位：湖南省中方县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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