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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的确确将会引导时代的
社会实践。
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始终是
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
三十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法更新和理
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践的一个例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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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是对最高法院创制公共政策正当性的分析，还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立法的粗疏与滞后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角色变迁等背景的探讨都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创制公共政策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从现状来看，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创制公共政策主要采取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典型案例和司法审
查四种形式，并且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会受到政治正确的考虑、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公众舆论的态度等外在因素
，以及受自身的定位与知识、司法权威等内任因素的影响。
在仔细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提出应该通过确立最高上诉法院的主体定位、实行各种影响因素的程序化
、选择案例的形式、实现司法克制下的能动四个方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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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司法强调实质正义的实现，这就意味着，司法功能已从注意形式一致性的时代变迁到一个在注意
形式的基础上也同样注意实质需要的时代。
正如庞德所说的，“在现代法律科学中，最重要的推进也许就是从以分析性态度转向以功能性态度对
待法律”，“着重点已经从戒律的内容转向实践中戒律的效力，从救济是否存在转向为实现该戒律的
设计目的而设立的救济能否获得以及是否有效”。
①对司法实现实质正义功能的强调，是法院创制公共政策的直接根源。
因为公共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对不同利益进行调整，以实现某种具体情境下的实质正义，同时公共政
策的灵活性也正体现了它对于社会实质正义要求变化的迅速反应和表达。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原首席大法官肖扬所要求的那样：“法官的判决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
，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
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
”②当最高法院面临不同实质利益引起的矛盾纠纷时，要实现实质正义，不仅表现在对纠纷实体关系
的处理上，而且体现在司法权力本身运用的重点、方式、方法上，这样才能不忽视社会实际重大利益
和要求，才能全面回应和满足不同利益方面的合理要求，有效地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
　　按照上述思路，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比，法院在创制公共政策过程中更容易实现形式正义与
实质正义的平衡。
庞德就曾指出：“司法对法律的发现在与立法竞争时具有一种现实的优势，就是它对具体案件发生作
用，并只在经长期试错、努力设计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原则后方予以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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