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大、二十大上能有“两院”负责人进入政治局常委，则中国司法改革或许能有一些新气象。

我们相信并期盼，在十八大进一步深化改革精神指引下，在习近平总书记１２·４讲话和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鼓舞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应该能够向前推进一步，一步不行半步

也好。

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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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司法体制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司法体制改革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包括法治的方方面面，诸如环境与治理、社会治安等等，都与法治有关，都与保障

人权有关，而司法是保障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体制改革有助于国家党政机关公信力

的提高。司法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遵守宪法

的规定，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否则改革很难向前推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

导，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改善余地的。党与政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有待改进。１９２８年，

毛主席在根据地建设的时候就提出党不应该代替政府工作，代替政府工作会削弱政府工作，

说国民党的以党代政的不能再做。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谈到党法关系的问题

时，主张党组织不要干预具体司法案件。我们引用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就是说他们在

这些问题上的指示可以作为司法改革的理论的、权威的依据。

第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肯定前一段的司法改革。不肯定前一段的成绩，容易失去

方向，也容易脱离为司法改革作出努力的广大政法机关的同志。同时，要直面现在仍然存在

的问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军事法院审判案件，通常是先判后审。军事法院的法官到部队审

理犯人的时候，军党委已经把事情定下来了，法官去就是进行一个形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有了很大的进步，恢复了辩护制度、公开审判，法官审判素质也提高了。

第四，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一定要直面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辩护制度、司法公开制度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法院行政化问题，法院暗箱操作问题。只有肯定我们的成绩，又直面我们的

问题，才能够找准前进的方向，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同时也要注意，理

论界讨论起来很热烈，也比较容易，但是决策者在设计司法体制改革的时候，要考虑到方方

面面，根据实际可能性和国家的需要平衡各种因素，在向着目标前进的时候尽量少走弯路，

遇到挫折时也要勇于面对。

最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定要有国际视野，要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继承人类文

明成果、重视国际行为规则结合在一起。今年，我国要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人权审查。

人权问题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司法。而人权状况是我们国家国际形象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

们国家软实力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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