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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0多年来，我国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力度不断加大，司法
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新期待越来越高，对司法服务的新需
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法律问题和司法案件。
当法律成为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本方略和主要手段，成为调节利益关系和界分权利义务的基本规
则时，司法机关就不可避免地逐渐成为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主战场。
我国社会这一新的变化，既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天地，也向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严
肃追问和严峻挑战。
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中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
，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科学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不断推出
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服务于我国当前的法治实践，引领今后的法治进程，不仅是广大法学理论工
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广大法律实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丛书》是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组织编撰的系列学术著作。
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和中国法学会批准，以全国法院的法官为主要群体
并吸收中央政法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团体。
其宗旨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实际，特别是全国法院的审判与管
理工作实际，组织、指导全国法院的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认真研究新时期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
、执行工作、管理工作和队伍建设等方面遇到的各种理论与实务问题，深入开展法学理论研究，为推
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全面发展，繁荣人民法院的应用法学研究，培养人民法院的理论研究人才，搭建
畅通的研究平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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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论与实践》写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10多年来，我国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力度不断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人
民群众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新期待越来越高，对司法服务的新需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法律问题和司法案件。
　　《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丛书”之一，分为综合
篇、审判业务篇、司法管理篇、队伍建设篇，对人民法院司法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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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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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理论科学体系——致纪念人民法院建院60周年理论研讨会暨中国法学
会审判理论研究会2009年年会的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审判理论研究工作中国法学
会审判理论研究会2008～2009年度工作报告综合篇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理论与实践问题
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审判活动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从另一个视角探讨实现公正司法的途径探寻司法权威认同之路能动司法的理念与实践——关于国际金
融危机司法应对的若干思考直面危机挑战倾力服务保障——上海法院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考和实践国际
金融危机背景下法治环境的改善提升金融审判水平服务金融中心建设——关于上海法院金融审判工作
的几点思考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省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涉诉企业解
困司法对策研究——以浙江法院实践为样本国际金融危机司法应对研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司
法的新期待新需求——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机制的理性思考海南法院服务“三农”实践与思考关于
接访艺术与实践的研究从“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谈对人民法官人民性的认识民本视阈下司法改革进
路之分析深圳市法院司法改革的调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若干关系研究司法资源配置若干问题的法经济
学思考法院文化功能探析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研究论司法解释与法制统一性的冲突与调适审判业务篇立
案审判工作的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刑事审判事业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死刑控制的转
向：以司法限制为重心论刑法条文死刑分配的系统化控制——兼议死刑攀比的立法矫治死缓适用问题
研究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运行机制研究——以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为视角对虚假诉讼采取刑事应对
措施的调查报告我国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的几个问题正确认识、处理量刑及量刑程序涉及的六大关系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研究完善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的思考——走出“重减刑、轻假释”的传统模式
回望我国60年民事审判方式的演进与变迁——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为视角从实然走向应然：民事
独任制审判组织改革探讨民商事案件月结案率曲线变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兼论未结案常态清理机
制的建立与健全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与工作机制的完善论人民调解
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行政审判工作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论行政争议的司法最终裁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行政审判理念论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审理模式理性选择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工作回顾与展望国家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不应缺席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之再思考司法赔偿中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完善之路径
——以人民法院自赔案件为例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几个问题的思考——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为对
象当前诉讼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以审判监督程序中对调解书的再审为视角我国执行改革历程及
发展进路涉诉特殊困难群体执行救助机制探析转型社会中农村的司法进路——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联
合调处机制为研究对象法律解释的方法与运用——由火车、电动车、“机动车”等用语引发的思考司
法管理篇成都法院案件质效评估体系运行实证分析及改进路径司法如何应对现代网络传媒的挑战审判
管理改革若干问题研究从自发到自觉：对审判管理制度的思考队伍建设篇浅谈在“以人为本”的语境
下法官错案责任终身负责制之重构人民法官品格及自我塑造漫议“人民陪审员”正名论——从“陪审
”到“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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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概念方面并无争议。
事实上，在学理上，对司法解释的定义至今歧见纷呈。
周道鸾在另一些文章中，将司法解释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所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判机关认
为司法解释即是审判解释的意见。
①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无论依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
《81决议》）中的规定，②还是出于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为了监督就应拥有解释权的想法，也都认为自
己有司法解释权。
对此种认识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从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将司法解释权统一于最高审判机关乃世
界通行做法，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自己解释法律又自己进行监督，会致监督
流于形式；“两高”同时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都会导致政出多门。
肯定说则认为以法律监督权来否定司法解释权不合逻辑，因为二者具有正确实施法律之共同目的，不
具有根本对抗性，而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相互冲突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人问题可通过“两高”联
合进行司法解释来解决。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主体地位不仅合法，还应进一步强化。
另有学者虽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正当解释主体地位，但主张其解释权应被限定在刑事司法解释或部
分刑事程序法解释的范围，即对现行法定权限内容加以限制，以顺乎检察权自身职能的内在要求。
③无论上述争论有无意义，从有效规定及现实运行来看，司法解释应当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作出的解释。
在理论界，不仅是对司法解释的主体存有争议，对于司法解释之对象也是不无歧义。
学者多认为既然是解释，必须有解释对象，而此对象应当是法律。
即认为司法解释乃是针对已经颁行并具法律效力的立法所做出的解释，而不能是空穴来风。
但从一些实践来看，一些司法解释本身即是对新问题的界定，即在尚不存在法律的情形下，已然对新
问题作出解释。
则此时解释对象已经超过法律的范畴，而是针对事实的解释。
此外，在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上，有些规范性文件宣称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如2007年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07规定》）；而学者多认为司法解释不应具有法律效力
，而是普遍的解释效力，即为司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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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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