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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与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同步，司法改革亦在中国的大地上逐渐展开并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对司法制度与改革的研究亦渐渐成为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无论是参与研究的人员队伍之驳杂，还是研究范围之广泛，无不说明这一点。
笔者以为，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也有必要对我国司法制度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以期获
得更为理性、更具方向性和科学性的司法制度的研究基础，并以此建立起法治国家的司法学体系。
这是司法制度研究发展到今天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完善法学学科体系和进一步推进司法制度研究的
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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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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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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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司法管理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外来腐朽思想的侵
蚀，我国的司法队伍中发生了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大量出现，司法不公问
题日益突出。
而且，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类诉讼案件大量增加，司法机关和司法人
员疲于奔命，难于应付，诉讼案件超审限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不胜负担；由于地
位不高，待遇较低，保障不力，不仅现有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难于大幅度提高，而且司法队伍人员流
失情况日益严重，西部地区合格的司法人员严重匮乏；司法与传媒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司法机关的
形象欠佳。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司法管理的不科学、不合理、不到位和不严格有着极大的关系。
因此，通过研究司法管理，以改进司法管理，创新司法管理，进而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就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4.民间司法学在国家机器产生后，司法权一直为国家所垄断，但也无法完全排除民间司法活动的存在
，如古代的乡规民约、宗族司法活动等；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被国家法律所承认的民间司法权力和
活动主要有两种，即仲裁与人民调解，这是司法权社会化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
民间司法学是以仲裁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
仲裁是指第三者根据争议双方达成的协议，居中对争议事项作出公正裁断的活动。
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导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
依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愿达成协议，从而消除争执的一种群众自治的纠纷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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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
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
从此拉开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序幕。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从
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
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
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为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2005年和2009年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三个《人民法
院五年改革纲要》，对法院改革进行了全面布置，其中包括对改革法官制度和诉讼制度、防治司法腐
败作了明确要求和具体规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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