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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司法事业发
展的重要政治方向，是实践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
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不存在有超阶级、超意识形态、超国家政治制度的法治道路和司法标准。
面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推销西方资本主义司法制度，推销“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政治和司法理
念，图谋把司法制度作为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突破口的复杂形势下，着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的理论研究，在理论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惑情认同与实践认
同，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进程，既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起来的当今世界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有着巨大的优
越性。
这不仅是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也是因为它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还因为它具有
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品质，注重借鉴一切对我有益的司法文明成果。
我国法治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
为优越的司法制度，是最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司法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一书，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的历史形成、特色内涵，并富有建设性的提出了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具体建
议，全书生动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壮丽画面。
通过全书的介绍与论述，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更加
鲜明地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丰富特色所在，更加深刻地把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的有机统一，更加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坚信不移、坚定
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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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由绪论加三篇共十七章组成。
绪论部分对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及清末后之移植与变迁作了必要的阐述。
第一篇为历史渊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轨迹，其中划分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右运动王“文化大革命”期间、改革开放后至十五大期
间、十五大至今五个发展阶段，分五章分别作了介绍。
第二篇为特色内涵，集中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主要特色所在，着力围绕司法定位、司
法架构、司法运行、司法功能、司法方式、司法为民、司法队伍、司法政治八个方面，分八章重点展
开论述。
第三篇为丰富与完善，就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问题，从四个角度分为四章分别
提出意见与建议：一为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二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司
法的特色内涵，三为着力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与工作机制，四为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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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德咏，江西省修水县人，1954年生。
198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审判委员会
委员、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审判理论研究会会长、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十六
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
著有《死刑制度比较研究》、《死刑论》、《死刑专论》、《法学精要》、《司法精要》、《司法改
革精要》等十余部有一定学术影响的著作，在各类法学类核心期刊及相关报刊杂志发表有一定价值的
论文、译文100余篇，是当代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见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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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方绪论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及清后之移植与变迁一、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概要(一)司法与行政合(
二)司法权制衡与分离(三)诸法合体(四)例律并行(五)礼法融合(六)刑罚世轻世重(七)刑讯审判(八)和解
息诉(九)直诉申冤二、清末司法制度之移植(一)清末修律之概况(二)清末司法制度移植的主要內容(三)
殖民司法之移植——领事裁判权三、民国司法制度之变迁(一)南京临时政府司法制度之变迁(二)北洋
政府司法制度之变迁(三)国民政府司法制度之变迁第一篇 历史渊源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司法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北伐战争时期(一)工农运动中的司法机关(二)司法人员由工农选任(三)公开审
判(四)废止肉刑，严禁逼供(五)上诉与复核(六)人民调解制度的萌芽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的司法制度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中央苏区的司法制度为重点(一)苏区司法机关(二)审判制度的初步发展(三)
审级制度的初步发展(四)人民调解制度的创立时期(五)诉讼原則的初步发展(六)感化教育和劳动改造相
结合的狱政方针第三章 反左运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司法制度三、抗日战争时期——以陕甘宁边
区时期的司法制度为重点(一)司法机关的设立(二)诉讼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三)诉讼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四)司法制度的新创造——"马锡五审判方式"(五)人民调解制度的普遍发展(六)边区司法改革第四章 改
革开放后中国司法制度的恢复与发展四、解放战争时期(一)司法机关的继续发展(二)诉讼制度和原则
的继续发展(三)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四)废除"六法全书"(一)新中国审判机关的建立和发展(二)
新中国检察机关的建立和发展(三)新中国审判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四)新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建立和发
展(五)新中国人民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六)新中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二、新中国成立后的
首次司法改革运动三、对前苏联司法制度的借鉴(一)审判制度的借鉴(二)检察制度的借鉴一、反右运
动中司法制度遭受的破坏(一)司法原則和制度遭受质疑和批判(二)司法机关遭到否定和撤销第二篇　
物色内涵第三篇　丰富与发展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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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一章司法为民主特色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人民权益，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做
好政法工作的目的。
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我们党的宗旨、司法机关的本质，指明了检验司法工作的根本标准。
司法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专群结合的原则，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方针，时刻把人
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把人民群
众的满意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标准。
一、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含义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
群众路线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司法工作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本质决定的，也是人民司法事业的巨大政治优势
。
（一）走群众路线方针的历史渊源走群众路线历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
国时期及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群众路线都是我党始终坚持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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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一书，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的历史形成、特色内涵，并富有建设性的提出了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具体建
议，全书生动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壮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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