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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职业是指经法律专业科班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职业技能与伦理的人所形成的职业共同体，其成
员就是法律人，我们称资深的法律人为“法律家”。
    《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是一部关于中国法律职业的探索性专题著作。
该书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而展开研究的，它从中国法治的实际出发，以法律职业问题为考察的中心
，运用法理学、比较法和法社会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法治的另一种推动力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问题
。
    本书是教育部规划项目“法律职业与法律共同体研究”、司法部重点项目“法律职业与法治的建构
”的最终成果，得到教育部规划基金、司法部项目基金以及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宪法与行
政法（省重点学科）的资助。
本书由四编构成，即法律人之治与职业素养、法官职业化、律师伦理与政治参与、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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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权威的内涵　　二、法治国中法官权威的体制基础：独立的地位     （一）概述     （二）法官的独立
地位之内容     （三）法官的独立地位对法官权威的意义　　三、法治国中法官权威的专业基础：职业
技能     （一）概述     （二）法官职业技能的内容     （三）法官职业技能对法官权威的意义　　四、法
治国中法官权威的伦理基础：职业道德     （一）概述     （二）法官职业道德的内容     （三）法官职业
道德对法官权威的意义　　五、中国传统法官权威的基础评析     （一）中国传统司法的基本形态     （
二）中国传统法官权威的主要基础     （三）对中国传统法官权威的基础之反思　　余论：重塑现代中
国法官的权威　第二节　法律解释：方法、制度与实践　　前言　　一、作为方法的法律解释     （一
）方法之于法律解释     （二）意图论     （三）文本论     （四）动态论     （五）小结　　二、作为制度
的法律解释     （一）问题的由来     （二）法律解释的制度实践史：史的概观     （三）法律解释权的制
度分配     （四）法律解释方法背后的制度意义     （五）小结　　三、作为实践的法律解释     （一）为
什么法律解释是实践的?     （二）作为实践的法律解释的特点     （三）小结　　结语：当代中国法律
解释制度简析　第三节　论法官职业责任　　一、法官责任与法官职业责任     （一）法官责任与法官
职业责任由来     （二）法官责任和法官职业责任的概念及其关系　　二、法官职业责任的追究     （一
）法官职业责任追究的限制性规定     （二）法官职业责任追究的实行机关     （三）法官职业责任的责
任方式　　三、我国法官错案追究制及其实践误区     （一）“错案追究制”下的法官职业责任制度     
（二）“错案”判断标准及其弊端     （三）“错案”判断标准的前提预设　　四、“错案”判断标准
的重构     （一）法律判断的确定性问题     （二）事实判断的确定性问题     （三）以程序正义作为判断
“错案”的标准　　五、我国法官职业责任制度的初步构想     （一）独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建立     （
二）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组织     （三）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惩戒事由以及惩戒种类     （四）法官惩戒委员
会的审理程序　第四节　法院引进竞争机制之反思——以法官竞岗为例前言　　一、法官竞岗的背景
、含义与合理性     （一）法官竞岗的背景     （二）法官竞岗的含义     （三）法官竞岗的合理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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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制度的发展与法官竞岗的困境     （一）理念：从“专政工具”到“法官职业化”     （二）制
度：从“复转军人安置”到“统一司法考试”     （三）法官竞岗的困境　　三、法官竞岗中的问题反
思     （一）法官竞岗强化了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二）法官竞岗为各种外来力量干预司法提供了机会 
   （三）法官任职的不稳定损害了司法权威     （四）对“更大的官”的追求使得法官职业庸俗化     （
五）法官竞岗占用法官大量时间和精力导致副作用     （六）对法官的重新任命虚化了既定法的规定　
　结论第三章　律师职业伦理与政治参与　第一节　程序伦理与道德底线——对律师职业道德的社会
学分析　　前言　　一、角色的规定     （一）角色、规范与职业     （二）律师的角色定位　　二、对
律师职业伦理的外延性分析：从条文性规范出发     （一）道德范畴还是法律范畴?     （二）对条文的
规范分析　　三、对影响性伦理评价因素的分析：从经济伦理学出发     （一）律师行为的市场性与伦
理性     （二）商业因素与经济伦理　　四、道德底线：可接受度与合理性     （一）道德底线与品格要
素     （二）对律师职业伦理的大众评价与理性分析　　小结 　第二节　通往政治之路——对律师参与
政治的考察缘起：法治、人及其他　　一、考察律师功能的传统径路　　二、通往政治之路     （一）
美国政坛上的律师型政治家     （二）通往政治之路　　三、律师与政府决策     （一）政府决策中的律
师统治     （二）商业化、利益多元与律师参与决策　　四、从法律参与到政治参与　　五、律师之政
治参与命题在中国　　六、展望与意见第四章　法学教育：制度化的法学院　第一节　法学院的记忆
：制度性意义的历史追溯——对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回应　　前言　　一、波洛尼亚大学及早期的
法学院——近代法律秩序的孕育　　二、近现代欧美的法学教育——法律体制的环节　　三、古近中
国和日本——发展与变革的诉求　第二节　法学教育的知识对象——法律与法治是什么　　一、法学
教育的知识对象——知识分类的传统与现代分工视角　　二、法律是什么——法与道德辨　　三、法
治是什么——形式、制度与价值     （一）形式意义的法治     （二）制度层面的法治     （三）价值层面
的法治　　四、分层的法学教育知识内容——历史教训与现实要求　第三节　法学院的制度性意义—
—角色定位与分析　　一、方法论与角色的界定　　二、法学院的制度性意义     （一）法学院与法律
制度——缔造与革新     （二）法学院与整体社会制度——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守望     （三）法学院与法
治精神——站在历史的废墟上　第四节　构想制度性意义的中国法学院　　一、构想的基础——信心
判断与制度变革　　二、实现制度性意义的中国法学院——目标与措施     （一）目标定位与法学院精
神     （二）接近制度性意义的法学院　结语　附件1　法学院入学宣言　附件2　对法学院资格评定的
考量因素建议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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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阻隔人治：法律职业素养对理性司法的保障　　在法律人之治中，法律人并不主动的发挥其
自然人的理性，而只是积极地、努力地将自己隐藏于形式正义的无知之中。
正如古希腊传说中的Themis女神，尽管她一手拿着代表正义的长剑，一手持着象征公正的天平，但最
终象征着她成为司法女神（正义女神）的，是绑在她头上的那块小小的、蒙着她眼睛的布条。
正是这小小的阻隔，使她能够超然于大众的道德和情感，通过程序进行缜密的逻辑思考，遵循向过去
看的习惯，稳妥甚至保守地忠诚于宪法与法律。
法律职业素养正是法律人的蒙眼布。
　　我们认为法律人的特殊职业素养包括：职业语言，职业知识，职业思维，职业技术，职业信仰和
职业道德六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职业素养的统一，则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共同体。
在这六个职业素养中，前四个方面构成法律职业的技能，即我们所说的“才”，后两个方面构成法律
职业的伦理体系，即通常所谓的“德”。
法律职业素养是一种不同于大众“自然理性”的专门化的“技术理性”，其技能与伦理的统一主要是
靠法律教育的统一。
那么，法律人的职业素养到底具有怎样的特征和优点，使法律人之治不会走向人治呢？
　　（一）职业行话确保“权利一义务”的量化性与法官思维的精确性任何职业都拥有自己的职业话
语体系，这些话语由专业词汇构成，形成专业领域，进而形成专业屏障。
法律职业语言由来自制定法规定的法律术语和来自于法学理论的法学术语组成。
法律人，“他们是一群神秘的人，如同秘密社会，有自己的切语和暗号，有自己的服饰和大堂，他们
不屑于使用日常语言，他们把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在神圣的原则层面上来讨论，外人并不知道他们在
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把这种以远离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关注日常生活称为‘专业化’”。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人之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