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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法官文库：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作者公丕祥的相关论文和讲话的合集，力图从理论
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进程，努力揭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规律，
借以确证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全书由两编、二十章所构成。
上编大体涵盖了作者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历史的基本体认与把握，涉及当代中国自主型司法
改革道路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道路的内在要义、当代中国两次司法革命的演进进程及
其主要内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司法改革的道路及其走向等诸多问题，旨在强调在当代中国推进司法
改革，无疑应当合理借鉴域外司法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有益经验，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必须从
中国基本国情条件出发，明确司法改革目标，设计司法改革方案，把握司法改革进程，探索司法改革
的中国模式，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浓郁中国风格、体现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之路。
下编则是作者及其同事们对江苏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情况的基本思考，重点反映了在实施人民法院三个
“五年改革纲要”的进程中江苏法院的生动实践，再现了当代中国第二次司法革命行程中江苏法院的
司法改革场景，从特定侧度感知了当代中国地方司法改革的能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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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公丕祥，男，汉族，祖籍山东蒙阴县，1955年1月出生，法学博士，教授，现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大法官。
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被评为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1995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
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中
国分会副主席等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前言
上编 理论与历史
当代中国的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一、引言
二、自主改革与依附改革
三、自主型司法改革的国情基础
四、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基本要求
五、初步的小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概览
一、引言
二、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基础
三、司法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四、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
五、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
六、当代中国司法的体制性改革
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基本要求
中国司法革命六十年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与渊源
三、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司法革命
四、当代中国的第二次司法革命（上）
五、当代中国的第二次司法革命（下）
六、结语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与行政的关系
二、关于司法独立原则与机制
三、司法制度的重建
当代中国司法机理的重构
一、问题的意义
二、司法权威与司法的法治化
三、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四、司法组织制度与司法公正
五、时代的启示
构建现代化的审判制度
一、关于完善审判独立制度
二、关于深化审判方式改革
三、关于改革现行的再审制度
关于审判质量效率评估体系的初步思考
一、引言
二、评估体系的导向
三、评估体系的运行
四、评估体系的功用
五、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

一、问题的设定
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司法
三、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司法
四、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司法
五、全球司法文明与中国司法取向
六、小结
下编 司法改革的江苏实践
江苏法院“一五改革”的回顾
一、近几年来全省法院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二、进一步明确深化法院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
三、确保法院改革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江苏法院“二五改革”的进展
一、加强法院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狠抓法院改革任务的贯彻落实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江苏法院“二五改革”的推进
一、《实施意见》下发以来全省法院改革的主要进展
二、切实增强全省法院深化司法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三、更加扎实有效地把全省法院改革推向深入
四、进一步加强对全省法院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

章节摘录

　　首先，我们来分析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
司法与政治关系紧密，内在相连。
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与制度，决定着该国司法制度与司法活动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任何脱离政治
的司法乃是不可思议的。
即便在标榜司法独立的西方国家，司法活动从来都不是超然中立的，而是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的。
就总体而言，司法权是一种国家权力，一国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司法权的性质；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权力的基本架构，决定了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司法作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
的一种方式，必须以自己的特殊的功能形式，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与需要。
因之，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制度，是该国司法国情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在当代中国，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集中地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司法国情的国体与政体因素。
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国体决定了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
在我国政权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处于核心的地位。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产生出来的。
行政权和司法权均由国家权力机关派生，以此确保所有国家权力最终归于人民统一行使。
这与西方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鼎立与制衡的政治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之，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由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相关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判
断，并依照法律作出裁判。
所以，在考察当代中国的司法国情时，就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的国体与政体对司法权运行的深刻影响，
准确把握人民法院，在国家政权架构中的基本地位，准确把握我国司法权作为一种执政权的功能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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