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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 

  

(李林) 

  

      司法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法治观，

就应当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观的逻

辑展开，是指导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司法工作的司法思想、司法理论、

司法观念和司法文化等的集中表述。 

    

      一、如何解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 

      从概念上来解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包括如下几个构成要素： 

      首先是主体要素，即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是由哪些主体所具有或者应

当具有的理念。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同主体对于司法理念有一些共同的

标准、原则、价值和要求，如公平、正义、效率、廉洁等，但在具体内

容等方面又有若干区别和不同。对于社会大众而言，他们具有的社会主

义司法理念大致是文化意义上的、直觉感知性的、普适化以及底线主义

的司法理念，他们对于司法案件中的是非曲直、公正与偏私、当与不

当、合法与非法等等的评判，除非经过一定时间认真的法律知识学习，

较多情况下是"跟着感觉走"的，是一种世代因袭的由中国传统政治法律

文化中的道德评价转化过来的司法理念和司法评价。这种社会大众的司

法理念，多数可以经过改造和升华后纳入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范畴，但

有些明显带有中国封建法制残余色彩的司法理念，如"法不责众"、"民愤

极大"、"耻于诉讼"等等，则应当废除。 

      对于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具有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

大致应当是政治性、宏观性、方向性、自我约束性的司法理念。在中国



国情下，他们对于司法工作、司法法律、司法制度、司法人员、司法活

动、司法案件等的认识、评价、判断和把握，通常是以政治性原则为首

要标准的，以司法不应当独立为选择取向的，以司法功能主义为认同前

提的。 

      对于司法职业人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法医等及其辅

助人员）而言，他们具有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大致应当是在政治原则指

导下的专业化、知识化、技能化和高度分工的司法理念。司法职业人员

对于司法的理念，与社会大众的司法理念相比，突出的特征倾向基本上

是专业化、职业化、技能化和抽象化的；在这种特征的司法理念面前，

社会大众对于司法职业人员往往具有一种依赖关系。与政治领导人和政

策制定者的司法理念相比，司法职业人员对于司法的理念，突出的特征

倾向基本上是非政治化、独立化、自治化的；在这种特征的司法理念面

前，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与司法职业人员之间，既存在领导（指

导）与被领导（指导）的关系，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又可能产生某种

非对等的认知冲突。 

      其次是范畴要素，即社会主义司法理念这个概念由哪些范畴的结构

组成。就"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关键词及关键词的组合来说，这个概念

在宏观理论层面涉及四个基本范畴："社会主义"、"司法"、"司法理

念"、"社会主义司法"。1、把司法理念定性为"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与

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封建主义的区分。这里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的定

语，在通常语境下应当是指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司法理念。2、

这里的主词是"司法"，在分权理论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与立法、行政

（执法）的分工关系；在宪政与法治理论的意义上，它意味着对于宪

政、法治的从属关系。3、"司法理念"意味着它不同于司法制度、司法

程序、司法主体、司法活动等领域的客观存在，而属于知识、理论、思

想、观念、意识等主观范畴的存在。4、"社会主义司法"表明了它的性

质、内容、范畴的规定性，表明了这种司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

方向。 

      第三是内容（客体）要素，即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包括哪些主要内

容。根据司法理念的主体不同，可以把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内容分为狭

义和广义。狭义地讲，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是指司法职业人员对于司法

领域的法律、法治、法律制度、法律程序、法律规范、司法活动、法律

职业、司法惯例等的知识、思想、理论、观念、意识和文化；广义的社

会主义司法理念，是指包括司法职业人员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具

有的司法认知、司法意识和司法文化等。我们今天讨论的社会主义司法

理念，主要是狭义的司法理念。 



    

      二、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 

      法彦云：法律不被信仰，就是一纸空文。问题在于，法律如何才能

被信仰，如何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社会和个人

都予以信奉的法律文化。许多研究表明，要把纸面的法律变为生活中的

法律，把毫无生气的规范变为人们认同的理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司法职业人员中培养并树立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同样需要、甚至需要

一个更加长期的时间过程。这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司法发展规

律。 

      培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前提条件是要提出并形成明确稳定科学而

又能够为司法职业人员所接受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我们所需要的司

法理念，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特点和内容、除了政治性要求外，还应当

符合以下要求：第一，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应当具有明确性。这种司法理

念倡导什么反对什么、要求什么禁止什么、奖励什么惩罚什么、鼓励什

么限制什么……都必须泾渭分明、一清二楚，否则就会让司法职业人员

无所适从。第二，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应当具有稳定性。这就要求，一是

不要轻易决定、尤其是不能轻易根据领导人的讲话指示就判定什么是社

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内涵和要求，而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审慎筛选社会

主义司法理念的内容；二是一旦认定属于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内容，就

应当赋予它尽可能长久的生命力，使之保持稳定性，防止朝令夕改；即

使要修改完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使之与时俱进，也要非常慎重地按照

司法规律行事。第三，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应当具有科学性。在我国，司

法常常被认为是具有明显政治性的权力、制度和活动，但事实上，当宪

法把司法权分配给某个国家机关主司和行使之后，这个意义上的司法突

显的就是一种高度职业化的工作和活动，它更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的特

点。因此，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应当在既定的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指导

下，更多地突显其科学性、专业性，应当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充分

借鉴和吸收人类司法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 

      培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规范内容和实在要求，

把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价值理念、精神本质、原则要求等等，贯穿于有

关司法的立法以及司法工作、司法活动和司法过程的始终，用具体明确

的规范来确立、要求和保障司法职业人员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司法理

念。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不仅是抽象的价值、原则、精神、理念和概念

等，也是溶于司法规范、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司法活动等当中的具体

要求、具体标准。司法职业人员在接受抽象的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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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率等观念的同时，也要落实于具体的司法行动过程中。连接抽象理

念与具体行动这两者的主要桥梁，就是把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要求具体

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各种制度和规范来保证司法理念的落实。 

      培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司法机关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是关键。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组织化、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许多社会

动员、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都是自上而下地布置、实行并取得成功

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符合国情且符合稳定发展

的改革方式。我国也是一个伦理化的社会，崇尚个人的魅力、效仿榜样

的言行，追随权威者的风范……，所有这些，都既是领导干部可以以身

作则的社会伦理基础，也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社会道义责任。 

      培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要高度重视对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研究和

宣传。开展对司法理念、司法伦理、司法理论等的深入研究，是使社会

主义司法理念具有明确性、稳定性、科学性、规范性和权威性的重要前

提和保障。如果我们不能结合国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司

法"、"司法理念"，什么是"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等等，做出令人信服的科

学规定和合理解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学习、坚持、培

养、弘扬、宣传等一切活动，就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要提

出并形成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就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上加强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借用毛泽东说过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的评价方法，在培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问题上，没有科学研究就没

有科学的发言权。 

      宣传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是培养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理

念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必要举措。司法机关在某

些阶段上的司法活动应当尽可能地避免社会的干预，但是司法也是社会

的有机组成部分，司法文化、司法功能、司法制度等，与社会有着千丝

万缕的紧密联系，司法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因此，司法要有效

承担其积极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充分发挥其法定的社会作用，就必须尽

可能多地得到社会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尽可能少地成为社会抵触、排

斥、甚至反对的对象，这就需要向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宣传普及社会主义

司法理念。应当把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宣传纳入国家整个法制宣传教育

工作部署的范畴，坚持不懈，长期努力，使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宣传成

为中国普法教育的"新的增长点"。 

(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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