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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的转型初期，法院不可能完全独立，司法不可能独立、法官也不可能独立的根本原因也在
于此。
因为体制的现实决定了法院只能是从属地位。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现实中的法院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关对应，也不能简单将中国的法
官与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官等同。
在转型初期，我们的人民法院还只能部分扮演行政机关的角色，实际上是一个配合各级政府处理解决
纠纷的行政化机关，所以我们的法院在现行的体制上就必然具有行政化的色彩。
下级法院在一些敏感的事件上必须请示上级法院，需要等待上级法院的指示，如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
间的关系一样，于是就有了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求的“请示”制度。
法院的这种行政化体制可以说与原有的政治体制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走向法治和维系人治之间的矛盾紧张，越是接近法治，脱离
人治，这样的紧张就越加突出。
我们的法官也是如此。
法官也只能是解决纠纷的行政工作人员（这一点在《国家公务法》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转型前和
转型初期，我们的法官实际上都不可能摆脱这样的角色安排，在涉及关联政府权力的运作时，也不需
要法官的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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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理念应当重视对社情民意的把握和善良风俗习惯的运用，公正司法必然要求让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
，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支持实现公平正义。
对于我们制定实施《规定》，有人批评此举让司法丧失独立，迎合民意，是司法大众化的极端表现。
我们认为持这种见解的同志，如果能到现场做些情况了解或许能改变看法。
法国学者指出，任何国家的改革如果不从其最普通的成员寻求意义的需要出发，是注定会失败的。
①司法公正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和逻辑构筑的事业，更是一个实践的事业。
公平与正义是人民司法工作的永恒追求，但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方式和途径则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强
调的不应是具体的形式，而应是寻求支撑这些形式的共同原则。
第三，公民参与司法使审判工作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专业化、精细化的司法运作，会使审判工作逐渐被职业化的法官所垄断，由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
的封闭性、神秘化。
司法公正的实现仅靠文本、制度是不行的，仅靠司法机关关起门来司法也是难以实现的，靠少数人去
实现更是不可能、也是靠不住的，往往导致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
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度里，如果只有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少数人知晓法律，掌握法律，那无论
如何是建设不成法治社会的。
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秩序由他律向自律的演进，是司法专业化向大众化的回归，当然是在
更高形式上的回归。
公民参与让司法工作更具有广泛性，公民通过参与司法实践，现场感知国家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学习
法律知识，并感染和影响其他民众对司法的认识，向社会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培育一种亲近
法治、信赖法治、参与法治的公民意识，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第四，公民参与司法有力地促进了法官素质和司法能力的提高。
通过公民旁听庭审、参与司法，加强了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使法官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
开展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庭前准备更加精心、充分，庭审过程更加规范、严谨，调查研究更加深入、
细致，裁判案件更加慎重、稳妥，制作法律文书更加认真、仔细，审判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司法
作风和司法形象越来越好。
第五，公民参与司法更能促进案结事了。
公民参与司法有一个很显著的效果，就是有利于法官克服机械司法倾向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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