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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迄今为止，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距离大海最近的法学院，只知道近得抬眼一望就看见惊涛
骇浪，俯身触摸就是温柔的海滩；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享受阳光最充裕的法学院，只知道所有
的教师工作室都是向南面海，从日出东山的那一刻就开始接受阳光的恩赐，即使在黄昏的瞬间，也能
收揽最后一缕光芒！
　　海纳百川，自然会赋予她宽广浩瀚的胸怀；阳光普照，更使她天生充满了博爱与无限生机。
厦大法学院就是在大海与阳光的厚爱中悄然迎来了八十周年华诞，更为欣喜的是伴随生日庆典的到来
，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犹如一个新的生命宣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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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加强司法权的专业化，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保障法院独立地行使审理权和裁判权，是建立公正、高
效、权威司法体制的首要前提。
不过，在强调司法权专业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司法权的民主化。
因为虽然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中，司法权在很大意义上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而存在。
但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法律文化传统上存在根本不同。
本书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下，紧密结合目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的时代背景，比较了中西方司法与民主的差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法院的关系问题、
司法中的便民化和大众化与专业化的关系、新闻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冲突及其协调、  “马锡五”审判
方式与中国司法现代化等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希望能够为司法改革提供一些前期的理
论准备与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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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司法权概念辨析——以立法权与行政权为参照　　第一节　司法权的概念　　一、司法
与司法权的概念评述　　司法是司法权运行的动态过程，即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和个人依法行使权力的
一种活动。
因此，司法和司法权的概念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
目前，学界对司法权和司法概念的理解可谓歧义纷呈，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说法
：　　1.司法是国家机关适用或执行法律的活动，与此相应，司法权就是国家机关的执法权。
这是学界对司法和司法权最广义的理解。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司法是多样化的，不为法官和法院所独有，也不单是国家的职能。
实际上，一些非法院的国家机关，甚至某些非国家的社会组织也具有一定的司法性质和作用”。
与此大体相似的观点认为，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
件的专门活动”。
显然，对持这种观念的学者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一个概念就是何为“司法机关”。
长期以来，关于“司法机关”的概念，主流观点认为，“在我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
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都是司法机关。
公安机关是治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拘留、预审的职能，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劳动改
造机关也属司法机关”。
如果比较上述两种对司法和司法权的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前者的范围包括一
切国家机关的执法活动，后者的范围主要限于负责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的机关，因此
，前者对司法和司法权范围的界定更为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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