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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我国的司法缺乏应有的权威？
为什以近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成效难如人意？
为什么我国的宪法得不到有效实施？
这些问题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性？
如何找到一种办法，既能启动我国宪法的实施，推动宪政的发展，又能克服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
的执行难、司法不公等病症，树立起司法的权威性？
    实施宪法是宪政的必然要求。
遵守宪法，虽然是宪法的实施主要方式，但是，适用宪法，由护宪机关对违宪行为进行制裁，则是实
施宪法的关键。
倘若违宪者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不仅会刺激违宪行为的产生，而且还会挫伤守宪者遵守宪法的积极性
。
其结果必然是宪法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护宪机关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是宪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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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再次，司法机关获得独立的地位。
看一个国家的司法是否获得独立的地位，主要有三项指标：司法权管辖的幅度、司法权行使的自由度
以及司法裁决的效力程度。
在司法权管辖的幅度方面，按照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3条规定：“司法机关应
对所有司法性质问题享有管辖权。
”所谓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不仅包括应通过适用法律解决的各种纠纷，而且包括应通过适用宪法解
决对现有法律提出的异议，也即进行违宪审查。
是否拥有违宪审查权，是判断一国司法机关是否拥有完整司法权的根本性标志。
正如埃尔曼曾指出的：“司法上对法律的拒绝适用以及这种权威的程度和范围可视为司法独立程度的
指示器。
”在司法权行使的自由度方面，按照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2条规定：“司法机
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
直接或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
”简言之，司法机关独立自主地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
在司法裁决的效力程度方面，主要看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决是否具有不可更改的终局性效力。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4条规定：“不应对司法程序进行任何不适当或无根据的干涉；
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决也不应加以修改。
”这一规定表明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特征。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成为独立自主解决所有司法性质问题的最后机构时，它才获得了真正意义
上的独立。
 司法权的独立性，既要求法院集体独立于法院系统外部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免受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
涉、限制或控制，也要求法官履行审判职能时独立于来自外部和内部同事或上级法院法官的压力，始
终在案件的当事人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不为自己的情绪、好恶所左右，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
方的偏见。
最后，法官具有令人景仰的品格。
美国法学家梅利曼对法官这样评价道：“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具有父亲般的慈严
。
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柯克、曼斯菲尔德、马歇尔、斯托里、霍姆斯、布兰代斯、
卡多佐。
普通法系最初创建、形成和发展，正是出自他们的贡献。
” 四、司法权威的类型 权威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这给对它的科学划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马克斯
·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对权威类型的划分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他把权威区分为“理性——法律的权威”，“传统的权威”和“个人超凡魅力的权威”三种类型。
韦伯的权威三分法在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权威的社会心理基础或许不无裨益。
但显然他的划分也只是一家之言。
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将权威分为五种类型，即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个人
权威。
笔者认为，依据不同的标准，司法权威的类型可作如下划分： 以权威享有主体为标准，可将权威区分
为集体权威与个人权威。
法院具有的权威即为集体权威，法官享有的权威则是个人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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