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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Onefitsall”的标识，即所谓这顶帽子大小为“均码”

，谁戴都可以。但是，人民法院分配正义的过程就没那么简

单。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头所写。把这

句话扩大理解，不论一个案件是否涉及家庭婚姻，凡是诉诸

司法的，都不会是因为幸福而通常因为不幸。那么，司法机

关如何为各异的不幸之人分配正义使之得到正义的抚慰？一

句简单的“依法办事”恐怕难以作为一种万能药解除各异的

不幸之苦，均码的正义模式难以满足各种不幸之人的需求。 

什么是均码正义？现行法律为所有当事人提供了相同的正义

供给模式或分配模式，同时也为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人群作了

一些特别的规定。根据前者所获得的正义属于均码正义，根

据后者所获得的正义属于个别化的正义。但是，法律是适用

于不特定人的抽象的规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法律规

范都属于均码规范。法院依此分配正义，看上去是平等、统

一的，而且也不是没有照顾不同人群的特别需求。但是，只

有均码正义是不够的。均码的正义最多只能算作基本的、初

步的、有时是简陋的正义。 公平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人

类社会中所能享受到的最宝贵的生活品质。将其置于社会关

系之中，公平正义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作为前者，一项活动

要么是正义的，要么是非正义的，黑白分明；作为后者，其

中的变量十分丰富，简单的“非黑即白”不能说明问题。如

果把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从价值判断上作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非正义的判决只是极少数，或许有千分之零点几的比率。

但从后者来说，每一个案件的分配正义的过程和结果都有改

进余地，即使说100%都有提高质量的余地也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案件有问题，而是说在某些方面可以做

得更好。 这番感叹源自最近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

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婚姻案件中涉

及家庭暴力问题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并非人人都有兴趣，

因为在中国目前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家庭暴力只是一种普

通的家庭矛盾。我国现行法律只原则提及禁止家庭暴力，但

缺乏具体的治理方式，司法措施也没有跟上；绝大多数执法

者对家庭暴力的认识还停留在大众化的层次上；家庭暴力这

一具有独特的科学内涵的行为学术语还没有被执法者普遍接

受；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尚未给予特别的关照；要找本专

门给法官看的相关书籍都很难；社会上还没有建立相应的项

目和机制来消化有关问题⋯⋯ 参加会议的还有美国的专家。

他们带来了美国某州最高法院法官主编的长达500多页的《法

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指南》和多种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手

册、宣传单；一些州的法院要求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官必

须接受12个小时性别意识培训、20个小时家庭暴力知识培训

、40个小时儿童监护培训等；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严密而细

致，新的司法判例层出不穷；社会上的矫治机构、庇护机构

和有关项目十分发达⋯⋯ 面对这种现实，你不能不感叹两国

的当事人所享受的正义质量的差异。正义不是奢侈品，而是

人的基本精神需求。中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利获得高质

量的正义。中国所有的其他案件的诉讼当事人有权利获得高

质量的正义。它不应当只属于美国人。 是什么影响了正义的



质量？美国有官方报告称法官素质直接决定着正义的质量；

澳大利亚则把争取充足的司法经费作为保证正义质量的基本

条件；欧洲一些国家越来越重视以司法便民来提升正义的质

量；我国专家提出要完善正义的生产线-----诉讼程序，从而

确保合格的正义产品；唯物史观更强调正义的质量首先取决

于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也是司法官和其他任何人面对客观规

律的无奈之处。可见，提高正义的质量是一个全面、系统的

工程。 换一个角度看，影响正义质量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正

义的均码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一切前提性因素不变的

情况下，要想提高分配正义的质量，需要对“均码”正义加

以否定。应当说，法律已经最低层次上解决了均码问题，但

更精细的工作留给了实施这一过程的执法者，留给了法官。

例如，哪些案件可以从效率方面考虑指派给附设的ADR解决

；哪些案件可以把举证责任重新作公平的分配；对于保险合

同案件的处理必须考虑保险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运行规律等

。我国的民事案由有300多个，刑事罪名有400多种，涉及人

类大部分活动和多种社会现象，而这些活动与现象中的绝大

多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体现出特有的规律，有的

甚至发展成了一门科学。均码正义模式已无力承担万能钥匙

的功能，“个性化关照”与“个别化正义”成为高质量正义

的体现。我们的法官只有关注这些特有规律，甚至关注每一

起案件所体现的对正义的特别需求，才能办出高质量的案件

。再以家庭暴力为例，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家庭暴力就是家

庭琐事而不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它，如果我们仍以处理其他案

件的方式处理这类案件，或许我们离正义越来越远了。 均码

只是正义的最低标准，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如果能让



我们的人民在正义消费方面都能奢侈起来，这不正是所有法

官的梦想吗？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