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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司法伦理》的日文原著，是我2004年在日本参加第五次东亚法哲学会年会时，一位日本朋友、
也就是《司法伦理》的主编森际康友教授送给我的。
他是日本著名的法哲学家，名古屋大学教授，曾经先后担任过日本法哲学会的秘书长和主席，现在是
世界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IVR）的执委。
我和他相识是在1996年应日本法哲学会和IVR日本分会的邀请，参加在东京和京都举行的第一次东亚
法哲学大会。
那时森际教授作为该会的秘书长，事先专程来北京邀请我和李步云教授、梁治平教授、张文显教授参
加那次创始的盛会，共同商讨会议主题发言等事宜。
他的热情、认真和严谨的治学和办事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后在1997年世界法哲学大会和历次东亚法哲学会上我们都相遇，相互交流学术成果，成了朋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法伦理>>

作者简介

译者：于晓琪 沈军 编者：(日本)森际康友 丛书主编：徐显明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法伦理>>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民事案件序言——律师的专门职责第一章 利益相悖　前言　第一节 特殊关系的告知及应
采取的措施　第二节 咨询人、委托人成为对方当事人的案件　第三节 咨询者的对方当事人委托的其
他案件　第四节 多名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协调　第五节 接受多名当事人委托的案件第二章 守密义务　
前言　第一节 律师守密义务的本质及律师法等法律相关规定　第二节 职业基本规则关于守密义务的
相关规定　第三节 允许秘密公开的情形　第四节 守密义务与“公共利益”第三章 其他义务——以诚
实义务、真实义务为中心　前言　第一节 诚实义务　第二节 真实义务　第三节 其他第四章 委托人和
律师关系(1)——咨询和接受委托　前言　第一节 和委托人会面　第二节 委托劝诱　第三节 接受委托
伦理(1)——决定是否接受委托时　第四节 接受委托伦理(2)——决定接受委托后　短评律师实务的实
践感觉①顾客和抱怨者第五章 委托人和律师的关系(2)——调查和案件处理　前言　第一节 调查　第
二节 方针的决定　第三节 处理　第四节 任务终了　短评律师实务的实践感觉②怎样处理繁忙的业务
第六章 委托人和律师的关系(3)——辞去委托和相关讨论　前言　第一节 委托关系终了事由的分类　
第二节 律师辞去委托是否被允许　第三节 律师辞去委托的具体理由　第四节 伴随辞去委托的诸类问
题　短评律师实务的实践感觉③不陷入职务懈怠的恶习第七章 律师和对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关系　前
言　第一节 和对方当事人本人的交涉　第二节 和第三人的交涉　第三节 对方当事人给予的利益　第
四节 给予对方当事人和代理人的利益　第五节 律师对对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责任第八章 和其他律师
的关系以及审判关系中的规则　前言　第一节 和其他律师的关系　第二节 审判关系中的规则　第二
部刑事案件　序言刑事辩护人以及检察官的专业职务责任第九章 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　前言刑事诉讼
中律师的作用　第一节 诚实义务与守密义务　第二节 真实义务　第三节 私选律师与国选律师第十章 
律师与被害人、第三人的关系　前言　第一节 律师与被害人的关系　第二节 律师与第三人的关系　
第十一章 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的关系　前言　第一节 律师与法官的关系　第二节 律师与检察官的关
系第十二章 检察官的专业职务责任　前言检察官制度的沿革及其发展　第一节 检察官的职务　第二
节 检察官的独立性与身份保障——检察官的司法官性　第三节 检察官的组织与服务一一检察官的行
政官性　第四节 关于检察官作用的理论状况　第五节 检察官的专业职务责任　第三部法曹的社会责
任　序言——法曹的社会责任第十三章 律师的公共责任　前言　第一节 联系的保障　第二节 公益活
动　第三节 对政策形成的贡献第十四章 律师的业务形态和律师伦理　前言　第一节 共同事务所、律
师法人的规则　第二节 律师组织内的规则　第三节 不同行业的共同事业　第四节 从事营利业务等的
律师规则　第五节 和外国法事务律师的关系　第十五章 作为经营者的律师的伦理　前言　第一节 律
师的经营环境　第二节 律师助理　第三节 律师广告　第四节 律师事务所的“经营”和律师伦理第十
六章 律师自治　前言　第一节 律师自治制度确立之前　第二节 律师自治的意义　第三节 纲纪及惩戒
程序　第四节 律师自治的理念第十七章 法官的专业职务责任　前言　第一节 现行制度确立之前的历
史考察　第二节 实定法解释论　第三节 围绕法官伦理的具体争论　第四节 关于法官伦理终章21世纪
法曹的社会责任　前言　第一节 学习法曹专业职务责任的意义　第二节 21世纪日本社会的课题　第三
节 值得信赖的司法　第四节 公共性的革新　第五节 担任司法专业职务的责任参考文献　资料(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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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郭道晖教授在日本参加完第五次东亚法哲学年会回国后，得知我在苏州大学已开设了数年司
法伦理课程，便希望我能主持翻译森际康友先生主编的这部日本《司法伦理》教科书，以填补国内相
关领域的空白，希望本书能为国内的司法伦理规范和职业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自接受任务至译稿完成，我和我的同事沈军博士始终都怀着一颗惴惴之心，唯恐我们的辛劳不能将日
本同仁追求司法的伦理性、追求法律真善美的理想和实践，忠实地传递到我国读者的面前。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原日文书名为“法曹伦理”，“法曹”一词在日文中特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为行文方便，我在译文中保留了“法曹”一词，并在正文中首次出现处以脚注形式对该词进行了注解
。
但是“法曹”一词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较为陌生，而“法曹伦理”在含义上类似于中国的“司法伦理”
，因此，为了便于中文读者在阅读之初明了本书的主旨，我将中译本书名改译为了更好理解的“司法
伦理”，在此特向读者说明。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首先我要衷心感谢郭道晖教授，没有他的信任和鼓励，我和我的同事沈军博士
恐难有勇气接受和完成这一工作。
还要感谢苏州警校的戴钧涛先生，他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日文，始终在我的法律伦理理论和沈军博士
的日语语言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日语专业的法律硕士学生陈禅、秦俐和马超芬，她们为我解决了很多法律日语
方面的问题。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家人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没有他们的陪伴，很难想象我们能完成如此艰
苦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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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伦理》：法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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