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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8F_E5_8A_9B_EF_c122_485568.htm 首先，我代表法官

学院的兼职教授，也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衷心祝贺国家法官

学院成立五周年。 几年前，当法官学院准备或刚刚成立的时

候，北京地区的法学教育界似乎有一些误解和非议，似乎是

法官学院也要办本科教育，要同法学院争夺生源，要瓜分教

育市场。甚至当时我也有这样的怀疑。如今五年过去了，误

解多少已经化解，非议也逐渐远去。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仍

然存在：法官学院应当如何办？什么是法官学院的特色？今

天的中国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教育虽然还没有完全但也已日

益产业化了，因此，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没有自己的产品

优势，就很难在这个市场站稳脚跟。 如果从中国文革后正式

恢复法学教育起算，已经25年了。过去的25年法学教育可以

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随着

中国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日益发展，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

也日益增加，竞争也日益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竞争中，法学

教育和研究的分工也在日益增加，从而推动了中国法学、法

制和法学教育的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法官学院以及检

察官学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都表明了中国的法学教育的

分工在进一步深入，表明了社会的发展对法学知识的需要更

为专业化了。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透视，我认为，法官学院的

发展会有其独到的优势，并且也应当努力追求这种法学教育

中和法学研究市场中的比较优势。也许在目前来看，法官学

院也许不得不甚至必须以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甚至文化素质



为主；但是从长远来看，法官学院的教育可能有其他法学院

无法替代的优势，甚至，以法官学院为基础，其教学和科研

成果也可能在中国占据一个其他法学院难以替代的脚色。 说

这些话似乎有点奉承的意味，似乎在这种场合我必须说一些

令主人高兴的好话，其实并非如此。我是考虑之后做出这个

判断的。判断的根据就是司法审判的知识并不等于一般的法

学知识。司法审判所产生和所需要的知识都有它自身的特点

。与一般的法学研究相比，司法审判更强调实践理性，更强

调要会做，并要求更为审慎。而这种高度实践性的职业本身

一定会形成先前的法学课程中没有总结甚至难以总结的一些

重要知识。如果法官学院的任务是培训和提升在职法官的素

质，那么与一般的法学院相比，那么它的学生一定更富有实

践经验，更多直面和了解社会和司法的问题，而这些实践的

经验都有可能转化为系统的知识，学生的问题会给法官学院

的教师更多知识上的挑战，并从而形成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

的增长点。我衷心希望法官学院能给中国的法律界和法学界

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我也这样相信。 因此，尽管我今天

是作为法官学院的兼职教授来到这里，并且多年来我也一直

也还算比较关心司法，似乎有些关于司法审判的知识，但是

，我自己知道，我的知识是有缺陷的，并且我们现有的法学

知识体系也是很有缺陷的，至少是很不完善的。我们的法学

知识就总体而言对司法的知识关注不够，也不系统，甚至有

些只是停留在一些原则上，常常脱离实际；更有许多问题根

本就有待研究。因此，我们必须促进对司法知识的研究，不

仅是一般的研究程序法，而且要更细致地研究与司法有关的

一系列问题，包括司法体制、司法行政、初审法院、上诉法



院、法院管辖、法官任免、法官激励机制乃至判决书写作等

一系列通常法学院不研究或很少研究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

中，有许多也是任何其他某一个国家现有的书本都不能提供

完整答案的，必须通过我们和你们的努力来回答。我相信，

在这一方面，法官学院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资源而言都具

有任何其他法学院不可替代的潜在优势。 我没有说过头话。

我说的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并不等于现实的优势。但是，

要知道，没有这种潜在的优势就完全不可能获得这种优势，

因此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优势。我们其实都是我们

的潜能的产物，而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我们努力的产物。我

们不可能将舟舟训练成爱因斯坦；我自己也不可能成为麦克

乔丹，哪怕我再刻苦努力。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最终还

需要法官学院的全体教员和学员的刻苦努力，也需要其他法

学院的协同努力；不仅是在教学上，而且是在科研上。 我希

望，而且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不是我们这些法学院的教

授来到法官学院担任兼职教授，而是会有更多的法官学院的

教授和他们的毕业生成为诸多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们教授

的不应是一般法学院教授都能教的，而应是我们的法学院教

授无法讲授的某些法律课程。我认为这不是天方夜谭。 许多

人说，如今是一个务实的时代，理想主义暗淡了；但我还是

一个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又太务实

了。其实这并不矛盾，在我看来，正是在这种务实中，理想

才变得不仅可以看到，而且可能触摸。不是吗，正是在这个

务实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的发展，中国法治的发展，尽管还

存在着很多的甚至很大的问题，却已经取得了我们的先辈想

象过的甚至没有想象到的成就！只要我们持续的认真、努力



、务实，不尚空谈，我们都有可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并且有

可能为社会甚至为人类的法学事业做出些许的贡献。让我们

共同努力吧。 祝法官学院的未来辉煌，祝法官学院成为中国

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一个无法替代的产出基地。 谢谢。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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