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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 ,政治系统中的正式结构具备法治的特征可以看作是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此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实施 ,对我国现有政治体系来说是一个全新的

命题 ,它要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政治体制必须作出相应的结构性调整 。而在理论

上 ,政治体制具备法治特征的一个关键变量就在于在系统中存在有一个与法治相容的司法

结构 。那么 ,如何认识司法与社会以及政治系统其他结构之间的功能性联系 ,特别是在法治

条件下的这种联系;又如何依据这些功能的需求安排它们之间的制度性关系 ,就成为理论上

必须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便是程竹汝博士所撰写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司法

改革与政治发展 ———当代中国司法结构及其社会政治功能研究》一书试图要应对的问题 。

通观该书 ,它的特点和创新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

首先 ,该书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这表现在有关司法功能的论述中。在理论上 ,政治系

统中司法结构的诸种关系 ,其发生的基础和成立的前提都在于司法同社会的功能联系 ,因

此 ,对司法功能的阐发既构成了该书逻辑上的起点和立论的基础 ,也弥补了中国社会有关司

法知识的欠缺。为此 ,该书一方面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 ,论证了司法在人类社会中的结构

性地位。认为这种地位存在于下述的历史逻辑之中:人类对安全的需要是政治社会形成的

基本原因 ,而垄断人们之间冲突和争执的处理权(司法)既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唯一方式和途

径 ,也是政治社会本身的构成方式和形态特征。并揭示了司法发展到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

系列功能特征:基本的社会秩序得益于司法的强制作用;竞争的经济秩序靠的是司法的调整

功能;理性的宪政秩序则离不开司法的平衡机制。另一方面 ,该书又将政治社会学所特有的

一些理论范畴如社会控制 、政治制度化 、社会整合等引入对司法功能的研究 ,与宪政理论相

结合深化了目前学界关于司法与社会 、司法与政治关系的认识。试图以此为人们重新认识

司法和进行司法改革的有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

其次 ,该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取向。该书没有局限于对司法改革的泛泛而谈 ,而是围

绕着中国司法改革的中心任务 ,即依据社会对司法的功能需求调整现存政治系统中的司法

结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 ,从实证和规范两个向度 ,对当代中国政治系统中的司法结构形态和

司法功能状态作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 、社会结构的变迁 、法律

文化的转型对司法结构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功能需求 ,但目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功能

障碍说明现存结构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 ,该书着力对司法改革的策略和途径

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结构改革:落实司法机关的宪政地位 ,即依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构建司法

与执政党 、司法与人民代表大会 、司法与行政之间的规范关系。并从现存的问题中推导出将

司法行政权归属于省和中央两级并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适当分配的一套建设性

的改革方案。试图为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提供理论和策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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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意义阐释视野广阔 ,寓意深远 。与以往有些研究仅局限于一般技术性的 、微观的

领域不同 ,该书则是将司法改革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的 。这一点构

成了全书基本的理论视角 。它不仅提出并论证了“司法改革:开发中国政治发展的体制资源

和张力结构”这样一个核心命题 ,而且全书在总体上都试图揭示司法改革与依法治国政治发

展战略的现实历史联系 。一方面该书具体论证了司法改革作用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般机

制———政治系统中司法结构形态的变革既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稳定 、渐进的发展原则 ,也符合

政治制度化 、法治化的发展目标;既能够满足社会变迁对司法功能的要求 ,也有利于中国的

政治系统具备现代法治的特征;既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变量和目标 ,也构成

了一个重要的自变量和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又宏观地说明了司法改革在政治发展中的地

位———以司法改革来启动并促成法治 ,以法治建构来推动民主进程。

归纳起来 ,该书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一是全书的逻辑构成简单明了———任何

一种社会组织结构的本质都在于它同社会的功能联系 ,即都在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

即社会需要———结构功能 ———结构形态构成了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的最一般的联系 。二是

核心部分提出了颇有创意的见解:1 、在现代社会 ,司法结构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履行着

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 ,这些功能的履行状态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治理和政府能力的重

要指证;2 、决定司法社会政治功能履行状态的主要因素是一国政治系统中的司法结构形态 ,

因此 ,中国司法改革的中心任务是依据功能需求来调整现存政治系统中的司法结构关系;3 、

一个与中国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司法结构是推进依法治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和体制基

础 ,改革的成功将导致中国的政治系统具备现代法治的特征 。

在学术界 ,司法改革的问题一直是法学工作者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政治学者偶尔也有所

参与 ,但系统地对此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 ,更不用说有系统的研究成果了。但是 ,从研究对

象上来看 ,司法当属于政治学和法学的交叉领域。相对而言 ,涉及制度 、组织 、角色等结构及

功能领域的属政治学;涉及程序和法律适用等操作及过程领域的属法学 。正如美国著名学

者帕森斯所说:“实施机构本身在严格的意义上不是法律系统的一部分 ,而是政治组织的一

部分。就是说 ,实施法律是政治的功能。”因此 ,关于司法改革的理论建构 ,首先应是政治学

的 ,其次才是法学的 。就中国司法改革的性质而言 ,它无疑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是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在现阶段上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要求 ,因而也是中国

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 、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应

对这样一个问题当属政治学的本分 。就此而言 , 《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当代中国司法结

构及其社会政治功能研究》一书 ,在填补了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的同时 ,也预示着

政治学界有关司法改革研究的新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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