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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法律评论》创刊于1998年，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独立组织和编辑的法学学术刊物。
《评论》坚持学术自主、自尊和自律的原则，秉承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人文精神。
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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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目前看到的都是纸上的条文，而少有践行中的实际运作形态情形。
纸面上的文字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究竟有多少偏差，需进一步占有材料。
第三，在严酷的军事作战年代，中共中央最主要的精力是在军事作战，地方政权的许多举措只是权宜
之计，是服务于军事作战的，而且为了与国民党在政治形象上进行较量，根据地实行了许多不同于今
天的制度设计。
因此，缘起可能如福柯、德勒兹等坚持断裂、碎片化意义的观点所否认的那样是学术自负。
缘起考究的意义只在于当下，如皮亚杰通过研究儿童心理，来探求人类认知的起源；文化人类学者通
过对残存的初民社会的考察，力求发现现代人类文明的问题。
但将两个分处于不同时空情境中的历史片段勾连在一起，是需要想象力的，而驰骋的想象力扭曲历史
实在，并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认知偏差，在利益诉求多样、权力格局多元的形态下，再造历史的目的
有时是一种有意识，或虽无意识但却可能落入利益纷争中的非单纯学术活动。
自1993启动《刑事诉讼法》修改就开始的司法体制改革争论，因为涉及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
诸机关权力重新调整，已经成为中央核心决策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和学术界都关注的问题。
而不断地强化、论争自己部门在国家政制结构中的位置，是确保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扩权，至少是不
丢权的重要手段，不但寻求支持于学理，而且借力于域外的成例，更要求诸于传统正当性。
对司法体制改革，最高决策层的态度是：“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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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又到了快要交稿的时间了，各位编辑都在为文章作最后的校对。
在稿件即将付梓的时候，重新回顾自己负责的论文，每位编辑的心中或许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叩问自己
：我负责的这篇稿件是所有来稿中最优秀的吗？
我的学术判断是否真的会对学术思考有所贡献？
这是每一个《评论》编辑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
自然，我们可以宣称，《评论》的招新程序（严格的初试、稿件试审、面试）和编辑程序（匿名初审
、匿名复审、编辑不获酬劳、在任和离任后两年内不得发文）保证了我们最大限度的客观中立。
同时，我们或许也可以将这个问题抛给学术市场，将引证率或作者的学术声誉作为衡量文章水准的重
要标准。
但是我们明白，真正决定《评论》精神内核的东西并不是这些被包裹为客观中立的外在标准，在每一
个需要作出决定和选择的时刻，给予我们最大支撑的仍然是每个人内心的学术操守、学术道德和学术
眼光，是苏力先生提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真诚毫不妥协的追求”（见苏力：“追求不可替代——《
北大法律评论》十年感言”，载《北大法律评论》2009年第10卷第2辑）。
在法治、程序、制度成为法学界主流话语的今天，这样一种解读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的意味，给人一
些“人治”和“德治”的感觉。
然而，正如现实所显示的那样，纯粹的程序必然无法使得制度有效运转，离开了人和人的精神感召力
，程序和制度就可能会走向僵化和它的反面。
十多年前，当一群身怀学术理想的青年学子创立《评论》，其动力正是出于对中国法学学术中的官僚
体制的不满，出于改变中国法学学术的憧憬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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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1辑(2010)》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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