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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职业风险问题，这个好像也是您一直关注的问题。

首先，我作为法官中的一员，对您一直关注法官的职业风险

表示感谢！河南发生的"李慧娟事件"，因为法官在一份一审

判决书对省级人大颁布的法规进行了评判，导致了她后来命

运的改变。这个事件实际上也凸显了法官的职业风险问题。

您觉得法官职业风险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贺：现在

的法官应当说是他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吧，李慧娟法官的事件

应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象她这种只是在判决书里面作

一个官方某些人所不喜欢的这样一个措辞，就导致了这样一

个大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但是，许多时候

我们听到的法官受到某些处分，这种处分是否合理？比如说

错案追究制度，这个制度仿佛是悬在法官头上的一把剑，经

常会被追究；有一些地方，法官还遭受一些报复，当事人拿

硫酸泼法官；像广东的莫兆军，由于当事人在法庭中自杀，

他受到长期的不应该有的折磨，进了看守所，结果这个案子

最后是法官被宣告无罪。实际上法官这种职业，我认为非常

重要的是要保证他能够非常从容的、不承担任何风险的去追

求正义。而不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追求正义。过去长期

倡导法官所谓的"三不怕"，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

婚。用这种方式来追求正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代价太大的一

种方式。所以如何去保证法官这样一种职业的独立性？法官

不应该承担太大的风险，他只是自己对法律准则理解的差异



，导致他的判决被上级所改判，这不应该是法官的一个过错

，而是正常的司法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否则我们要上级法院

干嘛？要是下级法院做出的判决，上级法院它都会认可的话

，那么上级法院就变成是多余的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避

免法院内部权力不正当的行使来干扰法官职业的独立性。对

于发生的某些个别事件，比如说，由于当事人自己的原因败

诉而寻短见，这是要严格区分相关的责任，使得法官不至于

受到也不应当受到不应有的追究。我想这就是保证法官独立

性的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想很严重的问题就

是，许多法官做了法官不应当做的事情，而得不到应有的惩

罚。从法制发达的国家标准来看，我们法官，说老实话，最

廉洁的法官可能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比方说，当事人请吃顿

饭，相关案件的代理律师，来请二审案件的法官吃顿饭。我

们这个地方，可能吃顿饭是最廉洁的了，只是吃顿饭。而且

有人还倡导应该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吃了原告而不吃被告，

就没有办法保持平衡，这种说法也非常的怪异。这种情况在

法制发达的国家如果报道出来是"地震"级的丑闻，法官单方

面接触当事人都是不可以的。我们有一年到美国考察美国的

司法制度，在加州，法官纪律委员会的一个人告诉我们，去

年他们处理了两个法官。什么原因？一个法官是审理了一个

案件，他的太太握有当事人一方的股票，他应该回避，没有

回避。因为他夫人握有那个公司的股票，那么他审理案件时

候容易给人一种不公正的感觉；另外一个法官是加州的法官

到邻近的一个州，在酒店里边喝酒，喝得烂醉如泥，打打闹

闹的，结果被人检举了，这两个法官就被免职了。这个就是

他们那年处理的两个法官。跟我们一块的同行省高院的一位



副院长回来对我们私下里说美国人肯定说假话，怎么可能呢

，我们湖北省一年处理了一百多个法官，加州这么大，他们

才处理了两个。他不相信。他们把两个法官弹劾了，仅仅就

是这样的原因。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一个法官能被处理，

那简直是说到天亮别人也不相信，所以我们要看到问题本质

的严重性。当然我要说这是职业化建构过程中间没有办法一

蹴而就能解决的问题，还需要有个渐进的过程。 记：您如何

看待中西方法律和法官制度？对不起，我把范围再缩小一点

，您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的法律和法官制度？二者之间有什

么差异，优劣在什么地方？ 贺：这个差别非常多，宽泛的说

比如说法官选任，在英美国家他是从律师和检察官中间选任

，法官更容易走向一种精英化的道路。而在中国是起始从业

型的法官；相对来说法官数量在美国比较少，即使法官按人

口比例来比的话，也比中国少得多。美国的法官数量包括联

邦法官，州法官，法官是3万多人，而我们的法官是二十五、

六万人，大概是这个数字。按照人口比例来比的话，我们有

十来万法官应该是差不多的。美国的司法是一种联邦和州分

立的，州的法官是由州自己任命的，自己实施自己的一套法

律体系，联邦法律与州是一种交错状态的，凡是涉及到两州

之间的公民的诉讼，或者两个州企业之间的诉讼，都一律由

联邦法院承担、管辖、处理，所以联邦制是美国很重要的一

个特色。一个案件起诉之前，必须要考虑是使用联邦法还是

使用特定的州法，这是我们这里没有的。我们是单一制的国

家。象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承担政治职能，我们的最高法院

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地位，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记：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在高级法院的大门口，贴着



一张"有事找警察"的牌子，现在改成"有困难找警察"，还有其

他的一些牌子。很多高级法院门口都有。据说这是一种综合

治理的任务，不贴这个牌子，高院在年终评比的时候，某一

项评比就有可能少一分，一个外籍教师曾经对此提出了一些

看法，你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贺：总体来上说，应该是法院

不独立的一个问题吧。法院受制于地方权力的控制，地方往

往把法院视为自己一个厅、委、局之类的，根本不当成特殊

的独立的机构。有一年政府方面换届，中央电视台《东方时

空》搞了一个政府部长访谈录，各个部的部长都出来接受记

者采访，一天一集，一天一个。部长都完了之后，接着，就

是最高法院院长肖杨出来接受访谈，然后是韩杼滨（编者注

：韩杼滨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接受访谈，部长访谈录

，一个系列。很多人都觉得法院只不过是政府体系里的一部

分。 记：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央电视台的所有编导人员都

把最高法院当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一府两院"的宪法概念

并没有深入人心？ 贺：对。法院的这种独立性，对法院在宪

法框架下的一个独特的地位，没有多少人去关心它。所以行

风评议等等这些都对着法院，法院参加什么行风评议，参加

什么综合治理评议，然后就是扣分等等。法院根本不需要参

加这些东西。根本不应该参与这一类的事情，法院不应该接

受别人的评价。在西方国家法院、法官不得接受任何的奖励

，优秀法官啊、三八红旗手啊、劳动模范啊，法官参与这些

事情干嘛？官方，最高法院还组织选"十佳法官"，到年底还

搞一个很隆重的仪式。中央电视台参与，中央电视台也是主

办方，那以后案件涉及到中央电视台怎么办？法院怎么保持

中立呢？能够保持公正吗？另外一方当事人会怀疑，中央电



视台以前表彰过法院，他们审理案件能公正吗？这种表彰是

一种诱惑，所以西方的法院不会参与这些事。一个法官就是

坐在屋里边审案件，坐在法庭里边审案件，他不去接受你的

这个评议，那个评议。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的

评议，评这个奖、那个奖，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各种奖项

都跑了调，最后评出来大家都有非议。我们学术界也是这样

，优秀法学家啊青年法学家之类的，很无聊的一些东西。所

以最优秀的人一般不去参与评议，最后就变味。谁的官做的

大，谁就是优秀，谁就当选"十佳法学家"；评"国家图书奖"，

每年的第一名，不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就是研究"三个代表"，

研究"邓小平理论"。这种研究天然就能获得"国家图书奖"，这

种东西算什么？所以从宪法的角度来说，宪法学要得到发展

。宪法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法院，研究法院到底是个怎

么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它的独特性在哪，所以这个观点要广

泛的传播到人们的心目当中，让大家知道法院和其它机构不

一样。另外一方面，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离，我们不再

是云南省的法院，和云南省的行政区划不沾边，和云南省行

政权力的不搭界，跟他党的权力也不搭界，跟立法权力也不

搭界。那么在财政方面也支配不了你，它就干预不了你了。

高级法院的财政都是由中央拨款，中央有司法财政，那你就

独立了。什么时候听说"云南省军区"这个牌子旁边挂了一个

牌子？谁一定要在云南省军区门口挂"有事找警察"的牌子，

没听说过吧？因为它是独立的，它不受地方的控制，我们以

后司法独立了你还敢在我们门口挂个牌子吗？我把它砸了！ 

记：现在居委会也可以控制高级法院，下个通知啊什么之类

的，参加这个评选那个评选。 贺：国家治理最基本的问题没



有解决。这国家50多年来的历史，就没有想一想，好好研究

一下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天天喊一些大口号。 记：一般而言

，法治理念应该包括诸如法律至上、依法办案、秉公办案等

等一些观念，从您的角度来说，您认为法官应该具备什么样

的法治理念？ 贺：我觉得一个法官，最基本的知识结构首先

是第一点，首先要有精湛的法学知识，法学知识的素养，然

后要有对正义本身的追求，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要体现

在他的行为中间；法官要理解法治的基本道理。其实我们在

相当长的时间对法律学的研究是脱离法治最基本的准则的，

所以有时候一些法官说起来什么是法治社会没有准确的理解

。法治社会当然法官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对于什么是法治社

会都没有一个好的理解，准确理解的话，那么他在司法过程

中就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因为法治社会政府权力受到法律规

则的严格限制，立法本身也要受到制约。尽管有民主，人民

的意志就是法律，但是前面人民的意志要约束后边人民的意

志，因为法律不能随便修订。如果宪法、法律可以随便修改

，过两年就修改一次的话，那么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所以说法官是一种保守的职业，就是说每当发生一个问题，

处理一个案件的时候都要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的法律是怎么

规定的、怎么制定的，从前的法官是怎么判决案件的。所以

他这样总是向后看的精神使得他天然具有一种保守性，他不

可能像政治家那样经常头脑发热。相反政治家头脑发热的时

候，法官要给他泼点冷水，让他头脑清醒一下。所以法官是

不可以与时俱进的，法官不能与时俱进，今天一个标准，明

天再来一个新的标准，那法治就没有了。法律就没有一个可

预期性了。法治要求法律规则比较明确、清晰，法律规则要



统一、单一，司法过程中要使这种法律准则变得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明确，用人的语言创造的法律体系的很多语言实际

上在很多时候是模糊的，就像你刚才谈到的消费者的概念问

题。实际上法官要通过这种司法过程使得这些概念越来越清

晰、明确，而不是永远只通过模糊来使得自己上下取舍，想

怎么判就怎么判，这就不是法治了。法治社会要求，在法制

与民主这样一个逻辑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而不是一味

的完全要民主的逻辑。比如说，如果保护少数人民主的原则

，不能说多数人说了算。法律人要考虑到少数人权力保护的

问题，法制社会要求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是法制社会的

一个根本。我们可以列举出十条八条的法律，这个不难吧？

但是如何能够通过司法行为的本身来使法制社会的要求逐渐

的落到实处，落到每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

。法官的素养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法官的职业伦理，职业伦

理也许不等同于所谓的职业道德。过去我们往往用职业道德

衡量法官，现在应该强调职业伦理。职业伦理是和职业密切

关联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广泛的职业道德、社会大众接

受、主流人都认为这是道德那是不道德，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法官要执行的许多理念在法官职业领域有密切的关联，吃

别人的饭，接受贿赂，这就不是职业伦理了，这是犯罪了。

法官收受贿赂和其它公务人员收贿赂都是犯罪的，其实我们

要解决的是一种行规意义上的行为准则。法官不应当用自己

的偏见影响到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法官或者任何人对任意

事情都有偏见，对有些人来说，他小时候的生长经历会导致

他对某些事情的偏见，喜欢某一类型，不喜欢某一类型。但

是你在司法过程中要谨慎避免这种偏见会影响到你的司法过



程，对一方当事人和颜悦色，对另一方当事人只是因为他是

一个同性恋者你就很不喜欢，对他恶语相加，这就是违反职

业伦理。法官要避免单方面接触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律师，

这是职业伦理；法官要跟一切不符合，或者违反司法、侵犯

司法独立的行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抗争、合法的抗争；法官

要注重瓜田李下的效力，法官要保持自己职业行为和日常行

为中间的庄重和严肃，他不应该因为自己行为的某些个不检

点，而使得人们对司法正义产生怀疑。还要牺牲许多常人应

有的娱乐：他不可以随便的在公共场所唱卡拉OK；他要千方

百计避免人们怀疑他的公正心；法官要注重知识的积累，司

法的尊严往往来自于一个人对知识的理解。要理解一个社会

，法官只是懂法律是不行的。所以法官要不断的观察社会和

积累知识，使得自己对正义的理解能够更加准确。行使权力

的过程中间能够有更好的说服力，让当事人觉得你真的是一

个正义的法官，这就需要对古往今来知识传统的理解。所以

最可怕的法官就是一辈子不爱读书的法官。法官要避免司法

拖延，审期要有严格的规定，即在审期之内如何保证司法有

效的取得每一个人在正义上的美好，这是法官应当注重的一

个问题。司法拖延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证据的灭失，人们

对法院的看法，等等。一个案件拖延一天对法官来说不算什

么，但是对于当事人，比如一个被羁押的人来说，什么是度

日如年？这个问题，需要法官更多的从人性的角度去体谅。

所以法官这种职业的原理，我认为是跟法官是密切关联在一

起的，需要在这方面强化，也需要在法律教育过程中把握这

样一种观念，让更多未来的法官能够提前奠定好基础。 记：

我们一直都在谈司法公正，但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司法公正的



概念，也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对此作出一个无争议的定位，谁

都可以就司法公正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确定谁谈的司法公正

就一定是正确的。请问您如何看待司法公正？什么样一个范

围？轮廓？就案、就司法实践谈谈您的看法。 贺：实际上司

法公正就是法官判决案件一定要使自己相关决策符合法律，

这样一种状态，就叫司法公正。法律上有明确依据，它同时

按照这个依据判决，这就是公正。当然社会中间司法公正是

非常复杂的，所有的案件相互利益都是冲突的，这样一种较

量，法庭上的较量。所以司法的公正有些不仅仅是实体意义

上的公正，也是程序意义上的公正。法官如何在整个司法过

程中保持一种威严、中立，这是司法公正应该有的内容之一

。这个时候就需要在程序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法官的司法的公

正性、中立性。法律的规定再周密也无法涵盖社会生活中的

一切，所以一直存在一种矛盾--严格的依照法律和法律中间

有漏洞之间的一种矛盾、一种冲突。法官经常要对于相关法

律进行拾遗补缺，法官不可以以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受理案

件。这个时候司法公正就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说

你如何在法律规定不是很清楚甚至没有规定的时候，来合理

的使一个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公正的判决。我相信这方面

西方国家积累了一些很丰富的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为什

么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依照习惯？习惯没有规定的依照法理

？依照法理的话那就是依照怎样的法理来判决案件？这就需

要法官对相关的一种判决进行严格的推论、严格的推理。明

确的告诉我们依据的准则来自哪里，是怎么做出的这样一个

判决的。所以对法官的知识要求是非常高的。好在不是所有

的案件都不是这么复杂、这么可怕，许多案件实际上是依法



裁判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相信除了每个法官的努力，整个

司法系统有意识的推动这个制度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有时

候，应当允许一些法官做出一些不是很受欢迎的判决，人们

都觉得不公正，实际上从长久上来看，这种判决才恰好是公

正的。所以要保证一些司法决策不受直接所谓民意的一种制

约，不能够由于民意，大家都起来反抗、反对，就轻易的推

翻一个司法判决，这也不是法制的一种逻辑。 记：谢谢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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