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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82_B9_E6_97_B6_E8_c26_21877.htm 曾对本院爆出13名法官

受贿窝案深表痛心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文轩，近日

同样因严重违纪被“双规”。对此，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

研室吴忠民教授认为，类似的司法腐败案并非个案，这种现

象对维护社会公正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危害很大。 他说

，在民众眼中，法官是司法公平正义的化身，一旦法官也涉

足腐败，人们很容易对公众权利的社会保证失去信心。而在

个别地方法院，由于利益驱动和监督缺失，司法腐败行为甚

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说，一旦出现腐败，解决社会纠纷的法院就开始在制造新的

纠纷。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甚至直接绕过法律程序，利用

自己的某种关系解决纠纷，向“黑社会”求助，这将引发更

严重的社会冲突。 司法腐败的确会酿造社会悲剧，“黄运财

案”就是一个例证：因为湖南省永兴县法院枉法判决，偏执

的黄运财一怒之下将法官炸死。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讲

师滕彪称，类似的悲剧在近几年发生过多起，这些案件的一

大特点是，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吴忠民分析，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因为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

的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个体

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新旧体制转换所带来的震动和磨擦，

和一些腐败现象的滋长，使得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一个重要表现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不只是经济上的，还表现在社会



话语权上。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其中尤以司法不

公和腐败最不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司法公正是最后一道底线

，这条底线守不住，就断了老百姓走“正道”自力救济的渠

道，很容易将他们推上铤而走险的不归路。 关于维护司法公

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吴忠民这样分析，实现社会和

谐，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而公检法等政法机关是法治政

府建设的主导性力量。司法从业人员要履行好职责、行使好

权力，首先要“管”好自己，自己首先要公平正义，才能去

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滕彪认为，真正的社会和谐是使每

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和谐社会并不是绝对的和谐、消

灭社会冲突，而是使各种社会冲突都能够通过法制的渠道得

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没有社会公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

会。 专家也给杜绝司法腐败开出了药方。 滕彪说，首先，要

实现法院的公正审判，就要切实保证法院的独立地位，其中

不仅要保证法院对其他权力机关的独立，还要保证法院的工

作人员对其他社会关系的独立。另外，提高法官的素质也是

保证法院公正判决的重要一环。最关键的是，相关部门应重

视民情，关注民生。社会需要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让普通

民众的声音能够充分传达，政府能针对矛盾与之有效沟通。 

贺卫方认为，建构公正廉洁的司法体系是关键。首先，在保

证审判独立性方面，目前的体制还存在很大问题，如在人事

和财政等方面，法院无法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在内部，法官

也无法独立于院长，这都使司法腐败成为可能。 第二，需要

强化司法过程的公开透明，明确法官的司法责任。一旦法官

的司法责任淡化了，审判就容易听命于外部权力，如案件审

理过程中有“审查委员会制度”，一些敏感的案件法官就可



交给“审委会”负责，但这个审理过程是非常不透明的，外

界不知道案件究竟是谁审理、负责的。在这种情况下，司法

腐败就无法得到有效监督，案件也成了“葫芦案”。 第三，

应提高法官的选任标准，实现法官同行间的有效监督。选任

法官的标准应更严格，包括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等多方面，

使法官认识到自己职业的尊严和荣耀感，珍惜名誉，远离腐

败。法官应成为一个职业共同体，到达某一知识层面和道德

标准的共同体。另外，让法官同行监督同行，因为业内人的

眼睛比外人更亮，他们更清楚一些“潜规则”。如果这个整

体都具备司法责任感，并积极自律和互相监督，将能更有效

地抵制司法腐败。 第四，适当提高法官的待遇，尤其地处西

部地区的基层法官。法官的待遇不理想和监督的缺失非常容

易导致地方法院的司法腐败，需要适当提高待遇，使法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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