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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为民”与法官本务 

段  文

    法官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它却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 

    时下，中国的司法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一些地方法院也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积极创新，意图为改革

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经验、案例。但是———恕笔者不恭———其中大量的做法其实是“本末倒置”。例

如，一些地方法院搞所谓的“咨询法官”服务，每天派一名在职法官到立案大厅中接待群众，义务进行法

律咨询，意在方便群众，从而改善法院的形象。然而，这种做法至少有两个误区：一是法官职责不清，分

散法官精力；二是难免有抢律师饭碗之嫌疑。因为从事法律咨询、指导当事人参与司法活动，乃是律师的

本务。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法院中并不少见，说到底都是一个问题：没有从本质上弄清楚法官究竟是做什么

的。这恰恰正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障碍之所在。 

    中国的司法改革走到今天，强化法官地位，实现法官审判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与这种呼声相对立

的却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院行政化、法官业余化的状况得不到改变。 

    为了扭转因这种状况导致的群众对司法体制的不满意、不信任的局面，一些地方往往又采取一些舍本

逐末的方法，打出标着″服务″字样的响亮口号，推出一些所谓创新，结果只能是陷入体制内的恶性循

环，最终不能实际解决问题。 

    2003年8月24日，最高法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提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宗

旨是″司法为民″，并针对今年6月5日以来全国法院系统内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活动中发现

的问题，从11个方面做出了整体部署，要求各级法院苦下功夫，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以便将“司

法为民”的工作宗旨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司法为民”口号的提出有助于促进法院工作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但是要注

意，一些具体的“司法为民”的举措，主旨要能提升法官的业务水准和权威，而不能挤压法官的地位。毕

竟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法官专业水平还不高，综合素质还不强；法官若能专心学习，刻苦实践，真正通

过精湛的业务功底，通过公正的审判，才是真正从本质上实现“司法为民”的宗旨。否则，业务水平 

    不强，专业权威不够，法官一旦面对急功近利的社会，或者陷入“司法腐败”的泥潭，或者面对强势

当事人的诸多不满，就只能多陪笑脸，“宁折尊严，不丢饭碗”了。哪里还能做到“司法为民”呢？ 

    法治社会建立的核心在于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尊严来源于法官的公正审判，但如果法官自身都没有尊

严，法治从何而寻？美国学者德沃金在其名著《法律帝国》中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

帝国的王侯；法官在法律帝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时下，我们的法官还只是整个司法链条中的普通一环。 

    其实，司法改革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做好法官”的问题，这就需要提升法官的专业水准，实现法官

应有的地位和权威，并赋予足够的体制和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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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的竞争永远都不会过多

市场中的竞争永远都不会过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反垄断局首席大律师J.BruceMcDonald访谈

法律人的独立自治与社会认同——贺卫方教授论中国律师改革

 

网站简介 | 招聘信息 | 投稿热线 | 意见反馈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邮编:10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