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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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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从来就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现代国家需要现代司法。
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并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此关键时刻，改革、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已经成为时代之所需，民众之所待。
    2003年12月，以我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荣幸地取得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此课题意义重大，涉及面广，任务艰巨。
但课题组成员知难而进，通力合作，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深入研究。
经过不懈努力，收获了较多阶段性成果，最终形成了本专著。
        此课题原来的投标设计，研究内容系统，计划堪称恢弘。
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不能贪大求全，否则不但力难企及，效果也未必良好，于是我们调整了
研究范围，着重研究一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在理念上存在困惑和纷争的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并力求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作为项目最终成果之专著，分为上、下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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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检察机关在收到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后，经过审查，也必须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做出评判，以决
定是否对其向法院提起公诉。
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才能受理，从进入审判程序。
可见对案件事实与适用法律之判断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并最终完成于审判程序。
(五)以权威性为重要标志司法权威源于法律权威。
在现代法治国家，包括我国，宪法、法律具有至上性，任何国家机关、单位，任何领导人和普通公民
，都必须严格服从法律、执行法律，在法律规则范围内活动，一旦违法，就要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
这种法律责任问题大部分是通过行政执法(如行政处罚等)或其他社会途径(如民间调解)来解决的。
但司法是处罚违法犯罪和解决社会纠纷、冲突的最后一种机制、方法，而且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如诉
讼中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已生效裁判应当强制执行，这保证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体现出司法的权威。
司法的权威性还鲜明地体现在司法裁判的终局性上。
所谓司法的终局性是指法院对依法应由其管辖的案件享有最终裁判权。
法院对这一案件做出生效裁判后，案件就获得终局解决，除法定的情形之外，任何社会力量和诉讼主
体，包括法院，都不得动摇、推翻司法裁判。
司法的终局性是司法最根本的特点之一，也是联合国最低限度的司法准则之一。
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4条规定：“不应对司法程序进行任何不适当或无根据的
干涉，法院做出的司法裁决也不应加以修改。
”正因为司法裁判的终局性特征，才使得司法具有“定分止争”、安定社会的功能。
但是，这种终局性也不能绝对化。
在我国，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其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时候
，人民法院可对案件重新进行审判，特别是发现无辜者被错判的情况，必须及时平反，以维护人权。
唯如此，才能保障实现司法公正，更好维护判决、裁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一方面，司法的上述五个特征将司法区别于审判。
将司法视为审判的学者往往以“审判”为基准点，将司法的特征归纳为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等等
。
我们认为，在司法即为诉讼的大前提下，这些审判的典型特征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司法的特征。
以被动性为例，在刑事司法中，司法不仅包括审判，还包括侦查、起诉等审前活动。
而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职责就是要追究犯罪，提起诉讼，因而这些活动都具有主动性。
另一方面，司法的上述特征也使得司法明显区别于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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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课题原计划框架宏大，内容系统。
后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调整了研究范围，着重研究本领域中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但作者未做大的调
整，因而人数较多。
本课题顾问成员如下：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王晨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国庆最高人民
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博士郭成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课题成果作者及分工如下：第一章 导论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崔洁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第二章 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志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第三章 法治与司法制度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第四章 社会公平正义与司法制度张建伟第五章 中国法院制度陈海光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
博士 刘峥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博士郑未媚国家法官学院讲师、博士第六章 中国检察制度谭世贵浙江
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红梅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博士第七章 中国侦查制度周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
授、博士第八章 中国律师制度许身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 程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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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为综论，着重从宏观方面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司法制度相关的基本理念。
下编为诉讼论，集中探讨了诉讼制度、证据制度赖以建立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即“诉讼民主”、“
诉讼公正”、“诉讼真实”、“诉讼构造”、“诉讼和解”和“诉讼效率”。
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多维思考、深入探究和理性辨析，必将给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以及三大诉讼法
的修改带来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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