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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福特基金会与纽约大学法学院共同发起了“知名法学家系列讲座”，这一项目的目的是
激发人们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思考。
过去的20年中，中国司法制度有了很大改进，其中一个重要的改进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法律虚无主
义之后，在70年代末期中国重建了法院体系。
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比较弱，而且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
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专业化的法院体系，法官还不能完全独立地坚持“法治”，在不受行政干扰
的情况下保持原则，对案件作出判决。
　　中国当前的司法制度面临着两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法院体系比较弱，法官只受到有限的法
律训练，素质相对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诉诸法院以解决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发展，经济纠纷大量增加；个人权利和个人自主的意识增强，造成民事案件数量
上升；政府近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鼓励人们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提出质疑。
市场力量、个人期望和行政行为的变化与司法制度的变化不相称，于是就出现了困境。
　　上述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要激发法院体系的高层官员和学者们思考当前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
个受人尊重的、专业化的法院体系所必须的条件。
其主要目标是冲破中国法官在知识和专业方面与外界的隔离；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外国司法界很少或根
本没有联系。
为达到这些目的，一些外国法律专家（大多数是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法官）在1997年5月和10月访问了
中国，举办了有关司法制度和程序的讲座。
讲座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下列专题：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行政法院；上诉法院及法官的作用；法治、
现代化与法院体系；判决的执行与法院的权威；判决的艺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公正与效率。
本书反映了参与了该项目的专家们的工作，让我们从宏观角度对中国以外复杂的而成熟的司法制度的
基本概念作一考察。
　　有人可能会怀疑，像这样的项目是否值得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
首先，这样的项目为中国的法官与外国法律学者和专家今后长期的交流奠定了基础；此外，它使外国
法律专家更了解中国的法院体系和它所面临的问题；最后，它使中国法官能详细了解不同的司法制度
，并考虑这些不同的制度是否可以及如何被利用来改进中国的司法制度。
中国正尽力对待社会情况的迅速变化，它必须重新审视其重要的机构，以保持能充分考虑社会和经济
需求的变化。
这些机构包括中国的法院体系。
　　复杂而成熟的司法机构在受到精心设计的制度约束的同时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威，理解这样一个观
念是本项目最重要的一课之一。
这一观点猛一听上去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一一些中国的法官确实不能理解这一观念），但它却是正确
的。
德国、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司法制度发达的国家）的法官享有比中国法官更大的权威以及更高
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法官的权力是由明确的、公开宣布的规则规定的，这一权力在与其他政
府部门和公众的关系中是有限的。
如果没有限制，社会公众肯定会耽心法官的权力过大。
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法官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所作决定的合法性
、公正性的信任；对法官权力的限制一开始好象削弱了法官的权力，但最终却形成了全社会对司法行
为合法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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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法律系司法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6月，是一个以司法制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机构。
中心倡导对于司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在运作以及成果上强调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的沟通、对话以及互动，强调成果的多层次和多侧面
，强调项目参与者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力求通过中心的研究成果以及学术活动本身既推进司法研究领
域的学术进展，又对于中国司法制度的改进有所贡献。
　　“司法文丛”是一个开放和持续性的园地，举凡国内法律界的研究专著和文集、外国著作的汉译
、有关司法改革的调查报告和原始资料等等，只要符合中心的学术旨趣和成果标准，均在采撷收入之
列，入选作者并不参与中心项目者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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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三、法官外有（职务上和人身上的）独立性　四、法官内在的（本身的）独立性　五、法官
的自我管理机构第二章 德国的行政司法　导言　　一、为什么在德国会存在一个独立的行政司法体系
？
　二、行政法院的组织与结构　　三、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和宪法法院的关系　　四、行政法官　五
、行政诉讼的法律保护方法　六、行政诉讼监督　　七、行政法院相对于行政行为的独立性　八、行
政法院判决的实施与执行　九、行政机关与行政法院的关系　　十、案例第三章 法治、现代化和司法
制度　一、究竟什么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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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法治与国家政策　五、法治与经济增长　六、美国的司法制度　七、现代的法律文化　八、结
语　第四章 上诉法院与上诉法官的作用　第一讲 上诉法院机构在整个司法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讲 诉
诸上诉法院：上诉程序；依权利上诉或获准上诉；上诉审理内容；上诉审何时发生　第三讲 上诉审理
的范围；民事上诉；刑事上诉；行政上诉；上诉审标准　第四讲 上诉法官：遴选、任期、职责、工作
人员、与同事及律师的关系第五章 美国联邦法院的权力和命令的执行第六章 美国法官的工作第七章 
程序公正第八章 公平与效率“外来和尚”与中国法官－－报告人札记法官培训与司法改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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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章  德国的行政司法                    韩内持    德国行政法律保护的基本思想自始至终令人神往
：国家建立一个法院以对其自己所作的决定进行法律审查，并服从该法院法官作出的判决。
国家成立行政法院这一机构并为其配备法官，而他们依据法律也会作出不利于国家的判决。
    基本法并没有赋予公民违抗经民主授权的国家权力实施的行为的权利。
但它通过法院提供的法律保护弥补了这种自我保护权的丧失。
法院的法律保护可以避免公民因受到国家不利行政行为的伤害而不再奉公守法和服从国家整体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对德国行政司法的阐述就不仅是对其日常活动的描绘，而是要讲清其内在的关系。
阳光与阴影将在此暴露无遗，两方面都会被同等述及。
一、为什么在德国会存在一个独立的行政司法体系?    在德国，一个独立的、与其他司法机构相分离的
行政法院的形成是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发展以及权力服从者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矛盾的解决密不可分的。
针对于政府措施的法律保护并非一种现时的、至今仍未实现的法律文化现象。
行政法院的历史是随着解决当权者与臣民间矛盾的准司法机构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根据日耳曼的法律传统，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受“诸法合一”的调整，从一切权利人平等引
申出并保留下来这样一项原则，即在帝国法院面前帝国阶层与其臣民同等对待。
王侯的权利受到帝国法律的限制，而其权限之外则是臣民们的权利。
这种权利也是一种寻求正义的呼声。
帝国法院包括帝国皇家法院和帝国枢密院，它们分别于1495年和1654年由皇家私人法庭发展而来。
在当时还不存在公法争端与私法争端的区别，重要的是，起诉人可以援引一项既得权利。
争端的范围从破坏国家治安到税收问题及有关行会特权的问题等。
尽管法律实践并没有遵守法律理论对臣民的许诺，但这些法院已经为把与国家权力有关的争议纳入法
院轨道铺平了道路。
由此依照帝国法律产生的公民的起诉义务通过这两个法院得到了实现，并且成为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
争后地方法院改建的基本条件。
    长期以来各州有关行政事务的法律保护体制的特征便是起源上大不相同的两种司法机构的并存：一
种是地方法院，另一种是皇家最高法院。
行政法院悬而未决的地位问题正源于此，而基本法才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下面仅对前面所讲的机构，即地方法院和皇家最高法院的组织机构作一个概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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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前   言    1997年，福特基金会与纽约大学法学院共同发起了“知名法学家系列讲座”，这一项目的
目的是激发人们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思考。
过去的20年中，中国司法制度有了很大改进，其中一个重要的改进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法律虚无主
义之后，在70年代末期中国重建了法院体系。
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比较弱，而且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
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专业化的法院体系，法官还不能完全独立地坚持“法治”，在不受行政干扰
的情况下保持原则，对案件作出判决。
    中国当前的司法制度面临着两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法院体系比较弱，法官只受到有限的法律
训练，素质相对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诉诸法院以解决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发展，经济纠纷大量增加；个人权利和个人自主的意识增强，造成民事案件数量
上升；政府近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鼓励人们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提出质疑。
市场力量、个人期望和行政行为的变化与司法制度的变化不相称，于是就出现了困境。
    上述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要激发法院体系的高层官员和学者们思考当前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个
受人尊重的、专业化的法院体系所必须的条件。
其主要目标是冲破中国法官在知识和专业方面与外界的隔离；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外国司法界很少或根
本没有联系。
为达到这些目的，一些外国法律专家(大多数是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法官)在1997年5月和10月访问了中
国，举办了有关司法制度和程序的讲座。
讲座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下列专题：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行政法院；上诉法院及法官的作用；法治、
现代化与法院体系；判决的执行与法院的权威；判决的艺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公正与效率。
本书反映了参与了该项目的专家们的工作，让我们从宏观角度对中国以外复杂的而成熟的司法制度的
基本概念作一考察。
    有人可能会怀疑，像这样的项目是否值得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
首先，这样的项目为中国的法官与外国法律学者和专家今后长期的交流奠定了基础；此外，它使外国
法律专家更了解中国的法院体系和它所面临的问题；最后，它使中国法官能详细了解不同的司法制度
，并考虑这些不同的制度是否可以及如何被利用来改进中国的司法制度。
中国正尽力对待社会情况的迅速变化，它必须重新审视其重要的机构，以保持能充分考虑社会和经济
需求的变化。
这些机构包括中国的法院体系。
    复杂而成熟的司法机构在受到精心设计的制度约束的同时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威，理解这样一个观念
是本项目最重要的一课之一。
这一观点猛一听上去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一一些中国的法官确实不能理解这一观念)，但它却是正确的
。
德国、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司法制度发达的国家)的法官享有比中国法官更大的权威以及更高的
地位，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法官的权力是由明确的、公开宣布的规则规定的，这一权力在与其他政府
部门和公众的关系中是有限的。
如果没有限制，社会公众肯定会耽心法官的权力过大。
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法官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所作决定的合法性
、公正性的信任；对法官权力的限制一开始好象削弱了法官的权力，但最终却形成了全社会对司法行
为合法性的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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