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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 

胡云腾

    党的十五大以来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10年，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

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10年。1999年，最高法院发布了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了39项改革举措。2004

年，最高法院发布了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了50项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涉及司法制度、诉讼程

序、审判方式、审判组织、审判管理、人事制度和物质建设等方面，多数已经完成。十年改革，显著地改

变了司法权地方化、司法管理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现象，有效地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

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但是，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还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司法提出的要求。多年来法院受理的各类

案件纠纷逐年增多，承载的审判、执行压力不断增大，处理的涉诉信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众所周知的司

法权威不高，司法公信不够、司法保障不足、司法环境不佳的现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尤其是人民法

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规定，由于制度、体制和其他原因，在一些地方或一些案件中，往往很难落

实，严重制约法院各项社会职能的发挥。因此，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继

续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建设。尤其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共同探讨的是，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应当选择何种路径和切入点。 

    我认为，从解决阻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入手进行改革，是建

设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有效途径与切入点。司法的职责是处理案件，解决纠纷。要使司法机关有

所作为并具有权威和公信，其前提条件是司法机关能够不受内外干扰、至少能够排除内外干扰依照事实和

法律进行裁判。从一定意义上讲，具体案件能否依法处理，往往是社会法治发展程度和司法是否公正、高

效、权威的试金石。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积累和打造出来

的。司法活动越是能够做到完全服从法律或严格依照法律，也就越容易实现司法公正，当然也越容易树立

司法权威。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观念，有针对性地从人、财、物、事等方面为司法机关构建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刚性条件，特别要处理好党的领导、权力监督、专门监督与司法权独立行使之

间的关系，切实防止把领导简单化为过问具体案件，把监督简单化为限制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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