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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法治在当前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是时代的需求，是我国的治国方略。要实

现法治就需要有良好的立法、独立的司法和严格的执法环境，在我国目前要实现法治还存在

很多困惑，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寻求一条适合我国自身条件的道路，需要在改革中不断的完

善，需要法律人和全国公民的支持。  

  【关键词】  法治； 法治政府； 司法独立； 法律意识  

 

    一 、法治的概念及价值目标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在他的《政治学》中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

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其中“良法”是前提，

“普遍服从”是法治所要达到的状态[1]，他对法治的这一诠释，厘定了西方法治思想的大

致走向。现代意义的法治,“是一种治理状态或秩序，在这一治理状态中，存在着法的普遍

性和有效适用性。法治是建立在现代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基础上的理想治国方

略。法治理念的形成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并且“只有当这些文化要素成为根深叶茂的普

遍的社会意识，法治的理想才能变成现实”。公民对法治的普遍认同和信仰，是法治得以实

现的社会思想基础。    

  二、我国实现法治存在的问题  

  自从“依法治国”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实行法治成为一种必然，我国要实现

法治，首先需要建立法治政府，这样才能实现法治的价值目标。法治政府要求政府行政的各

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都达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在我国实现司

法独立存在层层障碍，主要表现在：  

  1、司法机关不独立。在我国，人大是唯一的立法机关，但同时人大又是监督机构，拥

有“个案监督”权。在我国司法机关的管理机制是一套行政的管理方式，在这种制度下要实

现司法独立只能是天方夜谭。  

  2、法院不独立。法院在组织和职能上不能独立，法院的组织完全是一套行政的管理方

式，并不是依司法裁判的需求设立的，不具有独立性，这是法院外部的不独立。  

  3、法官不独立。法官的职责就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和良心，从而

维护社会正义。这就说明法官在审判案件时是独立的而不受任何干预，但在我国法官并不独

立。法官缺乏职务保障和经济保障，在职务上关于法官的免职、降职、辞退或调离不是因法

定事由或法定程序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可能独立审判。  

  三、我国实现法治的条件  

  在我国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建立法治政府，建立法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行为必须在法律的

范围内行使，同时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主要有：  

  1、确立现代法治理念。法律人要形成现代法治理性，将正义、平等、民主和自由作为

最高的价值目标,要逐渐形成统一的理念，统一的价值观，这些除了观念上的改变之外,还需

要有一个制度上的支持。  

  2、完善司法人员的选任制度。在我国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是一种进步，但仅以此

为标准来选拔法官，存在很多问题，司考的门槛太低。大学法律教育的优秀毕业生不能直接

进入法院，需要进行职业的实习和培训，提高其法律技术水平，这个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



法：“在日本，所有将来要从事司法三职业的人们再通过艰难的司法考试之后，都要进入日

本研修所接受为期一年半的学徒训练，法律学徒们都要跟随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学习，领悟

和把握三种职能的实际技能，从而确保此后进入实务界时能很快进入角色，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们可以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可以不断的切磋交流，有利于形成共同语言和法律

职业一体化的意识，这样他们与外界的交涉就会减少，有利于集中精力实施法律”。[4]在

我国，由于面积大，人口多，各地的差距很大，不可能一刀切，成立一个司法培训机构，这

个一体化的培训并非意味着一所化培训，可以设置中央和地方两级司法研修机构，即在中央

一级设立国家司法研修所，负责全国在职法官的定期研修。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现需要依法律的实施为前提，法律的实施要由司法机关

来完成，司法机关要实现法治，首先要独立，只有独立了才能实现司法的公正。主要通过以

下方式来实现：  

  （1）司法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孟德斯鸠曾说过：“如果司法权不独立于立法 

权和司法权，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是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

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

者的力量。”[5]这些都是在强调司法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重要性。在我国司法要独立就

是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还有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的独立, 司法机关的人事制度应该由人

大统一来制定，而不是由政府机构来控制。  

  （2）法院独立。在我国法院整体独立和内部独立都没有实现，法院的设立不能依行政

区域的规划来设立，而应依据司法的需要和特点来设立，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避免法院受制于

地方政府的控制，同时又可以减少成本的支出。为了避免法院之间的不独立，就必须严格禁

止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和上级法院“指示”的陋习；还有建议借鉴国外对法院的称谓,

取消“上级法院” “下级法院”这种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的称谓而代之以“初审法院”、“上诉法

院”或“终审法院”。这些改变都是司法独立的重要条件。  

  （3）法官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灵魂，司法独立最终的实现是靠法官的独立裁

判，在我国要实现法官的独立首先要从立法上明确法官独立审判案件的权利，法官只服从法

律和良心而不受其他任何干预。其次要建立法官的选任制度，应从具备法律知识，法律思维

和法律推理能力的专业和优秀的法律人中选拔，实行优胜劣汰制度。再次，建立法官的职务

保障制度，主要是要严格规定法官被免职、辞退的法定情形及程序，要实行法官终身制只有

在法律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法官的素质提高了，法官的审判能力让人心服口服，能排除合

理的怀疑的程度。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我国实行法治也一样需要时间，虽然存在很多的困境，但

只要在我国能够建立法治政府，形成法律共同体，实现司法独立，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

并且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法治在中国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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