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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庆：公正司法维护公平正义 

阅读次数： 463  2007-9-11 15:01:00 

      一、公正、公平、正义的涵义及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基本评价。 

     （一）学理上的正义，通常又可称为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

基本没有区别。 

     l、公平，即公正，公平主要是对办案过程的要求和标准。2、正

义，指公正的道理，合于人民利益的道理。3、公正，公平正直，没有

偏私。 

     （二）当前，司法工作中存在人民不满意的地方，司法不公成为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主要表现在： 

     1、公平正义理念模糊，责任感不强；2、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

淡薄，权力、地位、影响、财富等因素造成执法不公平；3、地方保护

主义严重，保护本地利益； 4、同样案件不能得到同样处理；5、不依

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滥用侦查、强制措施；6、以权谋私，滥用

职权，利用行政处罚权、司法权创收、罚款，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办

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比较集中体现在民商事审判中；7、办案先

入为主，不全面收集证据，对嫌疑人无罪辩解不认真调查核实，违背客

观公正原则；8、不讲事实，不重证据，不依法办案；9、对人民群众利

益保护不力，执法不公；10、司法效率不高。 

     二、司法公正及其标准 

    （一）司法公正。 

     公正，包含公平和正义。司法公正即司法活动中体现的公平和正

义。从形式上看，司法公正是一个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的司法制度；从

过程上看，司法公正表现为一个互动交涉的司法程序；从结果上看，司

法公正表现为一个具有确定性、权威性的结果。 

     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二者

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既要程序公平，也要实体公正，二者共同构成

完整的司法公正。一般而言，实现实体公正必须遵守科学合理的程序。

但二者的考核标准是不同的，但就实体公正而言，只要实体正确的结果

即为公正；而单就程序而言，只要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程序即为公正。 



【返回】  

     二者关系是：1、一方面，二者统一于司法公正，相辅相成；2、另

一方面，二者评判标准又不同。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公正，程序

公正也不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唯一途径。二者有时是矛盾的，追求实体公

正可能妨害程序公正，而坚持程序公正又可能牺牲实体公正。 

     （二）刑事诉讼司法公正的程序性原则。 

     1、法治原则。2、任意侦查原则。3、适应性(原则。4、权力制

约。5、不告不理、控审分离、诉审同一原则。6、法官中立原则。7、

控辩平等原则。8、审判公开原则。9、直接言词原则。1 0、集中审理

原则。 

     （三）在我国刑事法律中，有关保障公正司法的原则和制度。 

     1、罪刑法定原则；2、法律平等适用；3、罪刑相适应；4、司法机

关独立行使职权；5、中国式的无罪推定原则。6、公正审判。7、辩护

制度；8、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禁；9、禁止刑讯逼供和虐待被监管人员；

10、未成年人特殊保护；11、严格控制死刑；12、保障被害人合法权

益；13、国家赔偿制度；14、文明监狱制度。 

     三、推进司法改革，建设公正、权威、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1、法作为国家制定的强制性规范体系，必须由一定的人员、机构

来运作。需要具有良好法律素质、职业道德的法律专业人员来执行，形

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2、精神、文化条件和氛围。在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权利义务观

念、程序意识，树立法治的权威包括司法的权威。 

     3、相应的物质条件。要有相对完备的侦查、检察、审判组织，需

要相应的物质条件如办公条件及执法设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 

   

             （陈国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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