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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司法界不断有新的理念和提法冒出来。
但笔者注意到，其中有的提法并不是全新的，而是重提而已，例如马锡五审判方式。
这些理念的重提似乎意味着一种司法理念上的“回归”，意味着我们过去的路向有些问题。
在这些提法中，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人民法官为人民”，联动的口号是“做一个人民的好法官”，
更高的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或“一心为人民着想”、“心系人民群众”等。
这些口号的实质是强调法官和人民的关系，带有新形势下重新定位的意思。
    我们的司法裁判机构叫做“人民法院”，字面的意思应当是人民的法院。
法官是法院的法官，法官也应当是人民的法官，人民的法官为人民是一种很正常的逻辑。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在当下再次强调人民法官为人民，做人民的好法官呢？
从一般情形而言，通常是提倡什么，就意味着所提倡的东西的稀缺或缺失，否则没有必要提倡。
从现实的情形看，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司法现实，即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司法腐
败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按照我们的理解，司法领域中的索贿受贿、枉法裁判、缺乏职业道德操守腐败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均反映出一种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这样的法官不再是人民的法官，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谋
利益的法官，而是为个人谋私利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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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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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审级制度与平衡各级法院职能之间的关系多数国家在审级制度的设计技术上都遵循着一些共同
原理，“其核心是：维护塔形结构的平衡、构成权利与权力和权力与权力的相互制约、形成良性循环
的救济机制。
”①这种审级制度的塔形结构表现出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反映了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对设置存在不
同级别法院的法院体系的内在要求。
对初审的过程和结果而言，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意味着从立法技术上应该设置一种可以对初审进行复
查和监督的程序，即上诉程序。
从程序的正当性出发，这种复查与监督的程序显然不应当由初审法院自己来实施，而应由其他的法院
来实施。
如果由其他平行的法院来进行复查和监督，难以达到立法的预期效果几乎是肯定的，难以得到民众的
认同也几乎是肯定的。
只有把这种复查和监督权交给更具司法权威的法院，立法的预期目标才可能实现，而“更具有司法权
威的法院”应当是也只能是初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
因此，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对诉讼程序的技术要求便是设置级别不同的上级法院，正因如此，所谓的
复查与监督程序被称之为“上诉程序”——这也正是设置不同级别法院的原因，不管这种原因源于人
类最初的朴素的自然正义观，还是源于近现代的理性的司法正义观。
在本质意义上，设置级别不同的法院的目的在于实现对初审过程及结果的复查和监督，顺理，设置级
别不同的法院体系则是顺应审级制度需要的产物。
所以，设置级别不同的法院体系与确立审级制度共同反映了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
第二，不同级别的法院承载着不同的审判职能。
具体而言，处于塔基的法院因其设置的目的就是直接处理案件，所以其职能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即只
对案件直接进行审判。
相对而言，所有的上级法院的职能都随着级别的增高而有所不同。
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审级制度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审级制度必然赋予不同级别的法院以不同
的职能：法院的级别越低，职能就越单一，法院的级别越高，职能就相对越多。
②上级法院所增加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有上级法院都要承载对上诉案件的审判职能；
二是专门的上诉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还要承载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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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程序法研究(第5辑)》是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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