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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春季论坛·

依法治国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编者的话：伴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党

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以及全社会的重要共识；基于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

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来保证司法公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司法体制改革迄今已进行了二

十多年，学术界献计献策，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向纵深发展。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司

法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也更加艰巨。国家决策层围绕着司法体制改革的

目标、任务、内容和方式等作了顶层设计，如何评价顶层设计方案、如何具体落实顶层设

计方案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如何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成为现阶段学术界应当予以

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春季论坛以 “依法治国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主题，旨在引

导更多学者参与到对顶层设计方案和具体改革举措的讨论中来，通过理论论证、制度比

较、实践和试点状况等的分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智识支持。论坛于２０１５
年４月１８—１９日举行，由本刊编辑部和四川大学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四川省凉
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协办，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的５０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讨论所涉
议题广泛，研究方法多样，主题发言辅之以深度评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法学研究》本期刊发六篇提交论坛的研究成果。《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探讨

了结果责任模式、程序责任模式、职业伦理责任模式的制度特征、各自得以存在的制度空

间以及局限性和实施障碍，试图为未来法官责任制的模式选择确立基本准则；《省级统管

地方法院法官任用改革审思》分析了现行地方法院法官任用机制的利弊以及省级统管地方

法院法官任用改革的预期效果，提出了折中式的改革进路；《四级两审制的发生和演化》

回溯了建国以来大区分院撤销、三审制废弃、中级法院增设、四级两审制确立的历史成

因，揭示出中央政治与地方政治、法院层级和审级变化的互动关系，为认识新设最高人民

法院巡回法庭可能带来的司法政治变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

的规范分析》对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抑或地方事权的问题作出了宪法教义学上的解释；

《检察人员对分类管理改革的立场》阐明了通过实证调研系统了解司法人员改革立场的必

要性以及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在操作层面应注意的问题；《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从纵横两个方面阐释了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和实现路径。

　　这些论文或者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或者有较为独特的视角，或者研究方法有可取之
处，或者具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本刊将长期关注学术界对于依法治国与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问题的讨论，期待更多的精彩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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