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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    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年来的作品，部分发表过，在编写本书时作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修改。
从作者所及的范围来看，本书所选文章的观点大多在国内尚未被系统论述过，如欧盟法院的“法庭顾
问制度”等，但这也同时说明了文章的稚嫩。
    本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上编是关于司法公正机制的研究，试图沟通实体法律(如合同正义)、程序
法律(如民事再审制度)、司法行政(如法院管理、法官培训等)和法官自身(如法官职业化)的关系，以分
析我国司法改革的系统性和着力点。
具体观点有：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还经常遭到公众的质疑，是因为司法活动的正当性还没有从内在属
性上得到社会的认可；契约自由在契约正义中的动态定位无法用成文法准确表述，契约正义的实现只
能在法官素质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方法来完成；民事再审制度改革在当前只能是诉讼程序的完善，而无
法实现从“纠错”到“救济”的根本转变，是因为当前的法官素质没有达到让公众信赖的水平；我国
司法改革进展得似乎并不顺利，是否与忽略了法律制度间的逻辑性(系统性)有关?     下编是从比较法的
视角研究欧盟的一些诉讼制度，它们在我国都有相对应的做法，主要包括：欧盟法院的“法庭顾问制
度”(Advo．cate—General，又称公设律师制度)——我国一些法院的“判前(后)评断”和“专家意见书
”；欧盟法院的“先行裁决制度”(PreliminaryRulings)——我国法院的“案件汇报制度”和“司法解释
制度”；北欧的“议会监察员制度”(Ombudsman)——我国的审判监督制度及其中的人大个案监督制
度，此外，欧盟实施WTO规则的经验和国际法院的诉讼规则在本书也有所涉及。
如果说程序是设计的艺术，诉讼目的的一致性就决定了诉讼程序设计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共性多、个性
少，这就使参考和借鉴成为必要。
当然，本书不提倡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直接引进，而是从比较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事实证明，简单的法律移植可能会损害法律的系统性，但是，只要承认法治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
类的理性的结晶，我们的司法改革就不应当闭门造车。
欧洲人说，喜欢法律和香肠的人，请不要观看它们的制作过程。
对于一般公众而言，确实如此。
但是作者相信，法律人士作为“香肠”的制作者，观看这些“欧洲香肠”的制作过程，肯定要比抽象
地谈论西方法治理念是否适应中国国情更有实际意义。
    (二)    本书涉及到法律的诸多方面，各章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每章的研究方法也不一致，故很
难把本书的内容归类到某一部门法中去。
在即将付梓之际，这不禁让我思考起部门法划分与法律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法律可以分为程序法与实体法，但是诉讼程序的设计是不是需要实体法上的依据?诉讼程序与司法制
度分属两个部门法学科，但是诉讼程序与司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法律还可以分为国内法与
国际法，还可以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等等，这些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部门法的
划分促进了法学的发展，因为每个法律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到法学的某一领域当中，进行专
向的研究，这对于促进各法学学科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法律制度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部门法的分立也是有逻辑的，这种逻辑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有时
会比部门法里的一项具体制度更重要。
以本书涉及到的内容为例：成文实体法难以具体详尽地描述法律正义(如合同正义)，所以在诉讼程序
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实体公正的有限性及诉讼程序的终结性(如再审程序)，就应该通过法官素质来尽
可能地保证司法公正(法官职业化)，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给法官提供智力支持(如法庭顾问制度)
，对法官的监督也应该有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界限(议会监察员制度)。
因此，部门法的划分有时会导致人为地割裂法律制度间的逻辑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后果可能是：一
个司法改革措施出发点很好，看起来非常完美，但是在实践中就是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原因就
在于措施配套性、系统性的缺失。
实际上，具体司法制度的改革方案如果不能说明它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的依据，那么这种改革就缺
乏说服力或者有利益驱动的嫌疑。
    所以研究法律，尤其是实践性课题，需要将可能涉及到的法律学科综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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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式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单个的向度上不敢称高，但是角度与领域的变换对个体方向所形成的
合力有时会是单向研究不能达到的。
但人的精力、经历是有限的，要想在如此宽泛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绝不是多看几本书就可以解决的，
甚至不是教育所能完成的任务。
部门法之间的跳跃、理论与实务的结合、国内法与国外法的贯通，乃至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
历史的了解，都可能包含在一个法律课题当中。
然而，这是法律自身使然，绝不是谁在故弄玄虚。
    学术是逻辑的理性，决策是权衡的学问，理性的权衡无疑是决策的上品。
解决我国当前司法中的实际问题，恰恰需要这种理性的权衡。
从纠问式到抗辩式的审判方式改革，引发了现代司法理念是否适应我国国情的争论；申诉上访的增加
，引起了对判决的社会效果的怀    疑和对调解的膜拜；从派出人民法庭的遍地开花到审判力量的整合
，伴随着法官是应该职业化还是大众化的彷徨。
简单的逻辑不足以作为决策的基础，也不足以成为否定决策的充分理由。
诸多要素之间的博弈达成一种平衡时，正确的答案才浮出水面。
但是，博弈的代价是昂    贵的，有时是社会所承担不起的，所以才显示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对于上述研究方法，本人并不是优秀的实践者。
本书上编把程序法、实体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等糅合在一起，仅仅算是对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的
研究；下编把国内法、国外法放在一起，顶多算作一种比较法研究的尝试。
法律制度间的逻辑关系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它们零散地、无规律地甚至隐蔽地分布在各个法律制度之
中或之间，往往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对它们进行系统地研究，我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作为一名法官，无论是在审判活动中还是在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我都切实感受到了法律间逻辑
的重要性和我们在这方面的欠缺。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对于法官来说，系统的法学教育就成为必要，也许这就是《法官法》修订时
将法官的学历资格提升到法学本科的原因。
实际上对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不仅意味着提高法官的法律适用水平，更将对法律职业尤其是法官在社
会中的重新定位提供更有说服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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