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保障人民陪审员制

度有效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

简称人民陪审员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应当坚持依法民主、公开公

正、协同高效的原则。

第三条 人民陪审员主要通过随机抽选方式产生。因审判

活动需要，可以通过个人申请和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

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推荐（以下简

称组织推荐）方式产生。

第四条 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

民法院、公安机关组织开展。

省级和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民陪审员选任工

作的指导监督，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的具体实施。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职责需要，健全工作机构，配备工

作人员，建立完善工作制度。



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沟通联

系，建立协调配合机制。

第五条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以及本辖区人

口数量、地域面积、民族状况等因素，并结合上级人民法院

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的需要，提出不低于本院法官数三倍的

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意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确定。

第六条 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意见在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之前，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先报上一级人民

法院审核，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本辖区内人民陪审员名额

数进行适当调整。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核确认后，报省（市、

区）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第七条 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调整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按照确定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

程序进行。

第八条 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不

得超过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五分之一。

第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陪审员名额数及时通报

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分



别确定随机抽选以及需要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的拟任

命人民陪审员数。

第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向

社会发布选任人民陪审员公告，内容包括选任名额、选任条

件、选任程序等有关事项，公告期为三十日。

需要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方式产生人民陪审员的，还

应当在公告中明确申请和推荐期限。

第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从辖区内年满二十八周岁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拟任

命人民陪审员数五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

第十二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开展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采集工作，建立人民陪审员候选

人信息库。

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应当将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相关信

息及时提供给司法行政机关。

第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依照人民陪审员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规定

对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必要时，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到候

选人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人民团体进行走访调查，或者对候选人进行当面考

察。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

关向符合选任条件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告知人民陪审员的

权利义务，并征求其对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意见。

第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从通过资格

审查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单中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

拟任命人选。

第十六条 公民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应当按选任公告

要求，向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

关提交身份、学历证明等书面材料，并填写人民陪审员候选

人申请表。

组织推荐人民陪审员的，需征得公民本人同意后，向县级

司法行政机关提交被推荐人简历、学历证明等书面材料，并

填写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推荐表。

第十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依

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人民陪审员申请人和被推荐人进

行资格审查。



第十八条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从通过资格

审查的人民陪审员申请人和被推荐人中确定人民陪审员拟

任命人选。个人申请或者组织推荐人数超过拟选任人数的，

可以在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和被推荐人中随机抽选确定

拟任命人选。

确定人民陪审员拟任命人选，应当充分体现人民陪审员的

广泛性和代表性。

第十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

关向社会公示拟任命人民陪审员名单。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

作日。

第二十条 经公示后确定的人民陪审员人选，由基层人民

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基层人民法院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民

陪审员，应当提交提请任命人民陪审员的议案、人选名单以

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配合基层人民法院提供有关材料。

第二十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

公告人民陪审员名单。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及时将任命

决定通知人民陪审员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经常

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并通报公安机关。

第二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陪

审员名单逐级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第二十四条 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一般不得连任。

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不得超过两次。

第二十五条 公民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基层人民法院担

任人民陪审员。

第二十六条 人民陪审员缺额数超过基层人民法院人民陪

审员名额数十分之一的，或者因审判工作需要，可以适时增

补人民陪审员。

增补人民陪审员人选从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民陪审员候选

人名单中随机抽选确定。公示与任命程序依照本办法第十九

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进行。

第二十七条 人民陪审员经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后，应当公开进行就职宣誓。

人民陪审员宣誓誓词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

员，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依法



参加审判活动，忠实履行审判职责，廉洁诚信，秉公判断，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十八条 人民陪审员就职宣誓仪式由基层人民法院会

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

第二十九条 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

没有对应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法院一般不单独进行人民陪

审员选任，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的，在其

所在地级市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或案件管辖区内的人民

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共同

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司法

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制定的有关人民陪审员选任的规

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