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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变革时代的司法权威》内容简介：司法权威是指有效配置的司法权力在运行中产生的令人服从、信
服以及信仰的良好实效，表现为静态司法权力配置和动态司法权力运行的有机统一转型期中国司法权
威缺失问题限制了司法功能之发挥，亦制约司法在国家权力架构以及社会生活中应有作用的彰显。
在经济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司法制度若不能作出有效回应，势必将抵消既有发展
成果，并制约未来之进步。
未来应当在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基础上，通过改革明确司法定位、划定权力界限和确立司法保障以树立
司法之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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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超，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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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专业性作为司法机关的特点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计划经济时代
的我国，这一特点几乎完全被忽略⋯⋯现代社会，法院的专业性要求不会比医院低，医院的医生必须
是具有专门知识的医疗人员，让未经过资格考试和专业技术水平认证的人当外科医生，我看谁也不敢
拿性命开玩笑。
”①这样在WTO热潮之中，巧妙地把法院职业化利益诉求表达给搓揉进去。
“司法工作方式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司法机关的共同特点”的表达方式论证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
是司法职业化问题，与党和司法的关系无关。
这种论述巧妙地规避了言说中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
最终结论是司法的工作只是分工的不同，但是在分工不同的基础上应该强调专业性，所以，“我国宪
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只是基于国家权力分工的一种制度安排，不可与西方的‘司法独
立’混淆对待”。
② 第三种论证党应该领导司法的逻辑是认为政党影响司法，世界惯例如此。
这种论证的逻辑是，即便西方社会中宣称司法独立，但是其不受政治影响是虚假的。
这种论证是用归谬的方式证明党应当领导司法。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院判案不听本国统治阶级的话的。
资产阶级法院有时也装出一副不听话的面孔，那是欺骗人的。
”③因为是统治阶级，就可以也应该对受统治的一切事项和工作负责，同时也有义务去这样做。
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中国法院要独立的话，反而显得特殊了。
“资产阶级的司法独立，是说司法超乎阶级之外，其实阶级社会的东西就不可能超乎阶级之外的。
司法独立，是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闹革命时，同封建阶级争权提出来的，那是孟德斯鸠开始提出三权
鼎立的问题，那时候贵族不服从法律，才提出司法独立。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他们也要讲这个话，是为了骗人的，已经失掉了进步意义。
” 该论述从三权分立的历史人手，认为三权分立是政治斗争过程中的权宜之计，一旦斗争成功，就会
成为粉饰政权的虚假谎言。
既然西方的所谓司法独立具有虚假性，那么如果明白这点之后还要坚持所谓司法独立，便可能是政治
立场问题了。
“资产阶级的法庭如果离开资产阶级去独立，资产阶级是不会答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法庭当
然也要照无产阶级的意见去办事。
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的。
所以我们法院的工作一定要听党的话，按党的要求去办事。
有些人，知道这些道理，故意不听；也有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还以为自己有理，其实是错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立场问题，另一个是认识问题。
” 这种认为西方司法独立存在有限性的论证方式今天仍然存在，“在我国司法政治之特色下，坚持党
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司法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动摇的政治原
则，对此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在当代各国均采取政党政治模式、政党作为国家政权体系骨架和国家政治生活核心的普遍现象下，司
法作为国家政治格局中的一部分，决不可能处于真空绝缘状态，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党政治的影响。
综观西方各国政党与司法制度，其实也不难发现其政党与司法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由于各国政
党历史发展的不同状况，所谓政党对司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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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革时代的司法权威》文章将围绕司法权威主题集中回答这些问题：司法权威是什么，如何评价当
今的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是宏大的抽象概念，能否采取适当的定义方式，将宏大概念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概念？
在此具有实践意义的概念上，能否设计测定和评价司法权威的可操作指标体系，并借此对现实进行评
价？
如果经过设定的指标体系的测定，如果认为当前的司法权威存在缺失问题，那么其原因何在？
是经济原因、历史文化因素、政治体制问题还是社会转型因素的影响？
在造成司法权威成为问题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因素作用较大？
最后，面对司法权威缺失现实问题，能否通过研究得出较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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