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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转型时期的法院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到法院在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需
要处理法院与执政党、人大、政府、检察院的关系，又涉及法院系统上下级的关系，以及法院内部的
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科技建设等。

　　本书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中国宪法、法律下的中国基本司法制度为框架，着重讨论了
中国司法制度的实践成效和问题，即对现行的中国司法制度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认可程度以及
还需要完善的问题等内容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大致厘清了人民法院的发展过程和观念，以及长期以来致力推进的改革和主要困难。
通过研究也引发中国法治发展的许多思索，尤其是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的根本性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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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司法保持中立是司法公信力的来源。
司法中立是指法官内心价值判断的独立性，排除个人可能的好恶偏向。
司法独立是司法中立的前提，司法中立是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
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要以超然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和立场，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序，居中解决诉
讼双方纠纷的行为规则，不应有意或无意地偏袒一方。
司法权在一般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是指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只服从社会正义和法律
规定，不受财产、社会地位、党派、宗教、性别、民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严格依法办事。
　　（三）司法权威的理念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的裁判在解决争讼的活动中所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和
公信力。
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既是我们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
要求。
司法权威是确保司法权能够成为社会纠纷最终解决机制的有力保障。
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司法高效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保障之一。
司法权威的强弱程度一直以来是追求法治国家法治程度的坐标。
当前影响我国司法权威树立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是司法能力不高，有的裁判难以符合群众道德观
的要求。
第二，是司法领域的个案腐败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第三，是判决执行难的存在。
司法权威的树立，一方面，需要扎实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进程，培养形成社会普遍守法意识，司法机
关要积极作为，确保生效裁判的执行到位。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政治法律素养与职业道德，主动有序地
推进审判公开，认真听取社会监督评价意见和建议，克服司法神秘的陈旧观念。
　　（四）司法民主的理念　　司法裁判的力量除了法律外，还主要来源于司法公开化和大众化，让
司法过程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这是人民主权在司法领域里的直接表现。
树立司法民主的理念，还在于为了克服司法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倾向引发的司法脱离民众的趋势，打破
笼罩在司法审判之上的神秘色彩，让司法在民众面前更加透明、更加公正。
随着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司法审判活动已经日趋公开透明，除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民众有权
旁听案件审理。
法庭程序由封闭转向公开透明，让拥有举足轻重权力的法官开始受到民众的制约。
例如，在我国近期的司法民主创新中，除了“公民代表”参与庭审、公民“陪审团”外，进入公共视
野的还有法院特约监督员。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转型中的法院改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