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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的责任与追求》主要分四大篇：调查研究篇、审判职能篇、审判管理篇以及司法为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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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池强，现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大法官；兼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法官学
院教授、北京市法官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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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伪证行为。
当前民事诉讼中的伪证现象较为普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影响了诉讼的公正与效率。
通过对一线审判人员提供的100件认为存有虚假证据倾向的典型民事案例进行剖析，常见的伪证现象主
要有四种表现：一是当事人陈述虚假。
当事人一方虚假陈述的有29件，双方虚假陈述的有11件，共占伪证现象的40％。
二是书证虚假。
书证虚假占伪证现象的28％。
三是证人证言虚假。
在20件有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中，证言被采纳的有5件，采信率仅为25％；未被采信的有4件倾向认定
为虚假证言，其余11件也存在一定问题。
四是案外相关单位提供的证明不实。
案外单位出具书面证明的有7件，审判人员倾向于认定为证明虚假的有4件。
在该100件案例中，有伪证倾向结论的为62件，但最终确认为伪证并被追究的仅为3件，只占3％。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诉讼实践中伪证现象具有存在范围较为普遍、类型分布相对集中、责任追究基
本虚无等特点，成为影响诉讼和谐的突出问题之一。
 3.从诉审关系层面来看，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良性互动不够，影响诉讼机制的和谐运行。
审判实践中同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审判权的过度扩张制约了诉权的行使。
如有的法官思想理念上以自我为中心，审判行为表现为“超职权主义”，忽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
，将当事人作为诉讼的客体来对待，不尊重、不重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辩论权、处分权等诉讼权
利，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关系紧张。
另一方面是片面理解司法中立，审判权的能动性发挥不够。
如有的法官片面强调当事人诉辩对抗，不重视释明权的行使，忽视了对弱势当事人必要的诉讼指导，
与当事人沟通、交流不够，削弱了司法的亲和力和化解矛盾的功能；有的法官片面理解“谁主张，谁
举证”的原则，机械地分配举证责任，忽视法官依职权调查核实有关证据的责任，致使有些案件由于
当事人无力提交相关证据而被判败诉，成为“案结事不了”的一个重要因素。
 4.从司法管理层面来看，司法为民措施不到位，影响诉讼机制的和谐运行。
一是司法的可接近性不高。
在推进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制
度设计和司法理念的更新，对当事人强调履行义务多，给予主动服务少，增加了当事人诉累。
二是审判管理的透明度不强。
案件信息告知不及时，查询不方便，审判、审务公开的范围、程度、质量还不能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
众知情权的要求，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存在的诉讼管理信息上的不对称，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对审判是否
公正的心理感受。
三是司法救助的标准和条件不具体，影响了弱势群体寻求司法救济的实际效果。
四是裁判效率迟延。
各种法定不计入审限或延长审限的情况较多，对裁判迟延的正当理由解释不够，客观上给当事人造成
诉讼迟延的印象，引发当事人的不满。
虽然从法院的角度来看，一次审限外结案的案件不到结案总数的4％，但对其中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
来说，感受的却是百分之百的迟延。
 （二）原因分析 冷静分析诉讼中影响和谐的种种问题，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归纳起来，主要
有三个方面： 一是意识、理念层面的原因。
社会法治意识不强和法官司法理念的不适应是制约诉讼和谐的深层次原因，其中法官司法理念的不适
应是主要矛盾。
就社会而言，法治精神尚未完全深入人心，法律信仰尚未成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价值观，和谐理念还
没有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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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司法机关而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诉讼文化还没有真正成为全体法官普遍的司法信仰和精神
追求，理念和行为尚未达到内在统一的境界。
因此，继续加强和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法官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是人民法院发挥职
能作用，以诉讼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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