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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司法职业道德因素分析 

赵志峰

    

    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发展，加强法官职业道德也日益重要。要想从根本上加快司法职业道德建设，

就必须对影响司法职业道德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法院工作的实践所得，谈一谈影响司

法职业道德的因素。 

       

    一、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司法职业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制约。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

封建君主专制时期，封建思想文化对现代司法职业道德具有深远的影响。封建统治者“王权至上”、“刑

不上大夫”等特权思想，以及宗教等级观念，对后世的消极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表现在现代司法职业道

德上即为特权思想的泛滥，有些法官存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惟我独

尊，以权代法，收礼受贿，以权经商，任人唯亲。 

    另一方面，我们借鉴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

乘虚而入。拜金主义导致一部分法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享乐主义驱使一部分法官腐化堕落，大肆挥霍

浪费；极端个人主义致使一部分法官自由主义泛滥，违法违纪、蜕化变质。 

    

    二、公民法律素质因素的影响 

       

    公民法律意识与法律素质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对司法职业道德建设行使有效监督的前

提和保障。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实施，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显著提高，特别是参与民主管理，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观念得到加强，依法办事理念逐步形成。公民法律素质的提高，必然导致公民对司法服务水平

要求的抬升，社会对法官队伍建设是希求愈高、尊之愈重、责之愈严。社会公众监督力度的加强，要求法

院在加强法院队伍建设上，必须树立起更高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突出进行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努力从

源头上解决“人民满意”问题，最终赢得公众的依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守护者。 

    

    三、法院体制建设因素的影响 

       

    管理体制的不合理阻碍着司法职业道德建设的发展。我国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是横向管理体制，法院

的人、财、物均由同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掌握。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在更多方面服从于各级行政。

司法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受到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有时很难实现，法官严格遵守司法职业道

德，恪尽职守，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会受到影响。 

    

    四、法官保障制度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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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司法职业道德建设需要有稳定的政治待遇作保障。对此，我们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文革”

期间，公、检、法被彻底砸烂，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法官失去了最基本的工作条件与保障，法官职业

的自豪感无从谈起，甚至丧失了作为法官的人格尊严，司法职业道德建设受到严重挫折。相比之下，西方

发达国家的法官终身制、法官贵族化政治待遇，使法官职业成为公众心目中最神圣的职业，公众把对法官

的尊重与对法律的尊重和谐统一起来，法官享有崇高的人格尊严与魅力，加上与他们贵族化身份相适应高

昂的经济收入，使之自觉地产生职业道德上的升华，他们珍惜自己神圣的事业，珍惜自己的既得荣誉和利

益，自觉抵制不良现象，维护司法职业道德的纯洁性。 

    其次，司法职业道德的建设不能脱离物质基础而独立存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过分强调反对

“物质刺激”，讲求“无私奉献”，倡导共产主义社会美德，忽视了我们仍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社

会需求与物质分配相对矛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忽视了共产党人对物质利益的正当关心与需求。法官的

收入如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甚至毫无保障，不足以维持与他们的社会职责和地位相适应的工作、生活条

件时，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现象必然难以消灭。因此，良好的经济保障制度必然对司法职业道德建设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司法职业道德内容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我们研究影响司法职业道德的因

素，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司法职业道德建设，努力提高法官队伍素质，保障公正与效率司法主题的实

现。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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