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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各国法治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各国无不把司法公正作为改革司法体制
的基本原则或首要价值目标，司法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和有关论著大多是围绕如何实现司法公正这一核
心问题展开的。
　　从我国来看，近年来，司法公正既是目前从司法界到一般社会民众普遍关切的问题，也是我国法
治建设最重要的内容。
围绕改革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我国法学界许多学科的学者参与了讨论，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
主张。
　　本研究旨在从制度建设、特别是基本司法体制和程序制度建设的角度，结合我国目前司法的理念
和实践、特别是司法公正对建设和谐法治社会的意义，对司法公正制度构建的理论和实务进行全面系
统研究，从而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司法公正的理沦研究，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审判方
式改革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本研究认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路径，是司法体制和程序制度的建设。
本研究从实证调查、司法体制和程序制度等三个方面展开，共包括导论和十章专题研究。
导论及各章内容既可独立成篇。
又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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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从制度建设、特别是基本司法体制和程序制度建设的角度，结合我国目前司法的理念和实践
、特别是司法公正对建设和谐法治社会的意义，对司法公正制度构建的理论和实务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从而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司法公正的理论研究，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审判方式改革
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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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我国司法独立制度运行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題　　通过对我国司法独立制度沿革的梳理，
可以看出，我国关于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观念引进到现实需求逐渐发展的渐进过
程。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无论是党的文件，还是宪法或者规定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法，对司法独立
的规定都仅限于原则层面，就如何保障司法独立还缺乏制度性的规定。
此种情形就使得我国的司法独立原则在实践中还难以贯彻，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的建设。
概括起来，我国司法独立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立法对司法独立的表达不到
位。
上文已经述及，司法独立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法官独立。
而我国现有法律，无论是宪法，还是法院组织法或三大诉讼法都将司法独立表述为，“人民法院依照
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①这种表述实际上仅涉及到司法独立的一个层面，即法院独立，根本没有规定法官的个人独立，也
没有规定司法权独立。
虽然判决书通常情况下由参审法官署名，但是，在形成判决结果的过程中，领导的意志又往往发挥更
大的作用。
对此，正统理论的解释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更不是审判员独立审
判，这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个特点，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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