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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司法制度(第3版)》由左卫民主编。
司法制度是有关司法机关和司法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运作原则和程序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
，具体而言，其包括基本制度和相关制度两大制度体系。
《中国司法制度(第3版)》以基本制度和相关制度为标准将全书内容划分为上、下两编，在上编中分章
讲解了法院制度、检察制度、侦查制度、执行制度等司法的基本制度；在下编中分章讲解了律师制度
、公证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司法鉴定制度等司法的相关制度。
在每一章中，本书对相关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立法规定和实务运作均给予了准确、清晰和简洁的阐
述，同时为便于教学，本书每章均附有“学习目的和要求”以及相关“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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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卫民，1964年12月出生，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司法
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会副
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与纠纷解决。
曾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出版了《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
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中国司法的新思考》、《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等著作；在《法
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其中有四十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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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最起码和最朴素的要求，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环境如何变化，都不
能将这一“大事”置之度外。
公正包含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层面。
实体公正要求司法机关准确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程序公正要求保障公民在程序中的权利、自由和尊
严，保障其充分地参与诉讼，提高裁判的正当性。
因此，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建构和贯彻能保障司法实体与程序公正的制度及规则。
 2.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原则。
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充分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的独立，当然这种独立是离不开党的支持和领导的。
 3.便利公民。
惟有方便公民接近、使用和参与的司法制度方是有意义的司法制度。
司法便利公民包括两个层面的要求：第一个层面是司法便利公民接近，赋权并保障其能够使用司法制
度，这是前提要求；第二个层面是便利公民参加，即让公民在参加司法活动时不受到各方面的阻碍，
顺利地实现权利。
司法便利公民最终要使公民低成本、高效率地接近、使用和参加司法制度，最终实现自己的权利。
“迅速化救济”已成为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迫切要求，这就要求建立和完善陪审参审制；审级和管
辖不应构成享受司法服务的障碍；设置专门法院、基层法院，使司法服务便利国民享用；法官、律师
、公证员、仲裁员、法学研究者等法律家群体数量能够满足公民的需要；完善和增加社区中的司法服
务机构，使其经济有效；构建诉前和诉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等。
为此，我们在司法改革中应确立司法的主体性理念，在司法中以公民为主体，尊重公民的意志、尊严
以及行动自由，这将对司法和诉讼制度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使其更加便利和有效地服务于公民，不
辱使命。
就中国司法制度便利公民目标的实现而言，保障公民接近司法制度、行使诉讼权利特别值得重视，因
为这是既往的司法改革所忽略的。
 4.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
司法权是公民的权利，因此司法制度应当保证公民的人权和自由。
现代司法更强调公民和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司法制度应当保障公民和当事人的人权，
实现其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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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中国司法制度(第3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但其出版至今已
历五个春秋，此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等新法律，并对《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先后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同时一系列新的司法解释也相继出台，而且在此期间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均出现了许多新的景象，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系列变化使本教材的一些内容已显得陈旧和过时，故已有对其进行修订的必要。
为此，我们特别约请主编左卫民教授、何永军博士对本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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