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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要目标。
近年来随着文明思潮的涌动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司法文明问题愈益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
司法文明作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司法领域中的综合表现，是司法发展的一种进步状态
，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司法活动中所积累的积极成果的总和。
　　本书将司法文明问题置于社会变迁和法律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对相关领域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展
开论述和阐发。
作者着重就当代中国司法文明的发展趋向进行了重点阐述，确立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司法管理制度
改革，法官职业化建设、司法程式改革和司法监督机制改革等五大发展路径。
重点围绕司法体系制度改革，司法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司法运行模式改革，法官职业化建设以及司法
监督机制改革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以期探索当代中国现实、
着眼长远，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理性前瞻的方法，积极稳妥地加以推动，努力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
义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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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蒂生，男，江苏如东人，研究生毕业，法学博士。
长期从事司法工作，在司法实践中注重对司法改革和司法文明等前沿问题的研究，曾在国家核心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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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司法文明的概念及功能分析　　文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改造客观世界和
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视点，世界各地正在掀起有关人类未来的历程极
有可能是文明的冲突的大讨论。
但无论如何，受历史和地理条件限制并以高度的自主为特征的文明，已经为全球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
烙印，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被一种崭新的文明所包围。
司法文明是一个颇为重要的理论命题，为了准确把握这一论题，我们必须首先辨析相关的若干概念，
分析司法文明的内在义理和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司法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价值
和功能。
　　1．1 司法文明的基本概念　　文明的概念分析文明作为一个含义极为丰富的概念，古今中外的人
士对它的理解和阐述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在当代社会，文明同文化一样，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在不同的场所和语境中往往被赋予不同
的涵义。
《辞海》“文明”条释为：“（1）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2）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
，与野蛮相对。
”前者指广义的文明，后者指狭义的文明。
英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系由拉丁文演变而来，被引申为“文化”、“开化”、“教化”之
意。
《现代汉语词典》也作出了类似的解释，即与文化相近，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状
态。
①但总的来说，大多都认为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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