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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然而参考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法官的情绪因素会对刑事判决产生影响，如何采取措施对法官的情绪进行引导、制约是一个不
可避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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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绪因素与定罪量刑的关系
“情绪”，即“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需要所

产生的态度体验”。它会随着情景的变迁或个体的需
要得到满足而变化。除此之外，情绪还伴随很多的外
在表现，与人的行动举止相关。根据法律规定，法官定
罪量刑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个体，
法官的情绪在定罪量刑中是否产生影响? 学术界有不
同的观点。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法官的职业特殊性就要求
其必须公正、理性地审理案件。贝卡利亚曾在《论犯
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
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
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刑罚。”据此可以看
出，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法官必须机械运用推理来审理
案件，不允许任何主观因素影响其决断。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认为情绪因素会
影响定罪量刑。如汪明亮进行“情感因素对法官定罪
量刑影响”问卷调查发现，超过六成法官认为情绪会
对定罪量刑产生于影响。李荣对部分法官进行调查，
认为法官的情绪对判决有重大影响。李婕在《情绪影
响法官量刑决策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得出了一系列研
究结论，从多角度来探讨不同情绪对定罪量刑产生的
影响。这些结论都具有重要意义，说明法官也是社会
的普通一份子，其情感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

二、情绪因素影响刑事判决的原因
( 一) 量刑含义的界定
“刑罚的裁量即量刑，就是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

罚。”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裁量”为“酌情
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当是
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所以说，这种活动
是包含了法官的情绪等因素在内的、突出反映法官主
观能动性的司法活动。我国目前乃至相当长时间内，
一般都采用传统的经验量刑法来量刑:在掌握案情的
前提下，在法定刑范围内，参照司法实践经验，大致估
量出应处刑罚，并考虑其他情节来综合估量出最后判
处的刑罚。

( 二) 法官角色的定位
法官作为法律职业，是由自然人来担任的。法官

作为个体而言，首先是自然人，是自然人，就必然拥有
喜、怒、哀、乐等情感，这说明法官自身的情绪会对判决
的结果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法官存在于社会之
中，与社会有关联，社会上的价值取向也将对法官产生
影响。定罪量刑的结果要得到公众的认同，这也决定

了判决过程介入法官情感的必然性。
三、影响刑事判决的情绪因素的制约
既然法官情绪因素会对刑事判决产生影响已成为

不争的事实，那么，怎样引导与制约情绪因素就成为了
不可避免的问题。

( 一) 培养法官的正直情感
在个罪量刑幅度跨度较大的司法现状下，法官的

素质越低，其在定罪量刑中所受负面情感影响程度越
大。法官若不能识别真伪善恶，不了解刑事审判的价
值，则很难指望其用正直的情感来审理案件。所以，可
以通过对法官进行职业道德培训，注重培养法官的责
任感与正直心，来达到减小法官情绪对定罪量刑影响
的效果。

( 二) 完善判决的说理部分
公正的案件与合理的民意需要协调才更能彰显刑

事审判的价值。相较于国外的判决，我国的刑事判决
普遍存在理由简单、文字空洞、不注重说明程序性事项
等问题。这种现状不利于司法机关沟通民意，更为法
官用情感审理案件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完善判决
书的说理部分，做到有理有据，杜绝法官用情感来侵犯
公民合法权利的可能。

( 三) 保障事后的救济机制
在充分践行员额制的如今，刑事错案追究制度愈

发完善。错案追究到个人，终身负责，这都使得法官了
解到草率随意审判的后果。一个好的制度必定要有有
效的救济机制。所以，要避免法官的情感因素对定罪
量刑产生影响，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落实到个
人，追究至终审，使法官心有畏惧，公正审判。

总而言之，法官审理刑事案件，是一个主客观相统
一的过程，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
动性。但作为社会群体，法官的情感因素对案件审理
的影响不可避免。为保证司法公正，需要对法官的情
绪因素引导、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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