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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新周刊》第577期封面文章《2020大盘点》中写道：2020年已经

过去。新冠病毒让地球突然停摆：超6587万人确诊，超152万人死

亡。人类面临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这是停顿之年、魔幻之年和分

裂之年，也是反思之年、变局之年和重生之年。看国际，澳洲大火，

非洲蝗灾，英国退欧，原油变负，美股熔断，特朗普败选，黎巴嫩爆

炸，伊朗高官被杀，加勒万河谷起冲突，韩国惊曝“N号房”，安倍晋

三辞职，东京奥运改期，科比、马拉多纳、金斯伯格去世。看国内，

“国之脊梁”钟南山一锤定音，全国驰援、武汉解封、经济回正，中国

签署RCEP，全国告别贫困县，民法典颁布，数字人民币亮相，“天

问”升空，“嫦娥”登月，痛快！

  2020年，口罩、测温仪、消毒液成了生活刚需，扫健康码、测核

酸、保持距离成了新社交礼仪，云会议、云课堂、云综艺、云直播成

了生活新常态。2020年，社会开启双循环模式，消费券拉动恢复性

消费，打工人引领摆摊时尚，电商主播流行一句口头禅：“199块？把

嘴给我闭上！9块9！给我上链接！”听懂掌声！2020年，五条人、李雪

琴、钟美美、螺蛳粉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出圈，宋小女抱怨前夫张

玉环欠自己一个26年的拥抱，徐闻善待湖北人，东莞图书馆善待打

工人，张文宏说：“不能欺负听话的人。”2020年，不要怕内卷、这浪

那浪、社会性死亡，只要小心避开假靳东、假名媛、假燕窝、凡尔赛

文学，不随便跟人去爬山，记得给自己来一句：奥利给！你就是最飒

的人！

  “2020中国年度新锐榜”如约而来，盘点年度风云，为这一年的

中国立榜，测量时代的体温。年度新锐榜单是我们的价值观和风向

标，也为公众提供判断和心得。

盘点2020年度风云测量时代体温

  《小康》2020年第31期封面文章《绿水青山 宝藏之城》中写道：

“山水相融、湖城合璧、拥江枕河、人水相亲”——— 这是东海之滨的

杭州所坚信与坚持的理念。多年来，杭州一直细心呵护着这片土地

上的绿水青山。用生态文明润泽的这座宝藏之城，在连续五年的

“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之“国人眼中最具幸福感的十座城市”排行榜

上，都位居第一。

  浙江省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其省会杭

州市顺理成章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美丽中国建设的先

行者、全省打造“重要窗口”的领头雁。建设宜居城市，在当今中国，

已不再只是大城市的追求。许多的县市，充分认识到县域生态环境

是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着眼于生态环境保护长

效机制探索，走出了绿色发展的创新之路。

  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需要生态文明的持续润泽。

杭州：国人眼中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南方人物周刊》第654期封面文章《童寯 不屈吾道》中写道：

2020年是建筑大师童寯诞辰120周年。“他的一生都表现出对于科学

和技术的信奉，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建筑的现代主义的探求以及

对于一种独立的人格的自觉。”童寯非常重视柳宗元的《梓人传》：做

建筑设计的梓人，面对建筑的主人可能影响工程质量的干涉，即使

后果由主人承担，梓人也应该“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

  “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

  这种精神在不同时空的建筑师中延续。童寯和王澍作为中国

本土职业建筑师的第一代和第三代，虽然只历短短三代，却因为中

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变化，所要面对的问题已经迥然不同，童寯以新

生的现代建筑对抗传统样式的陈旧保守，而王澍却要在快速城市

化之下，回归自然和传统，以期突破现代建筑的千篇一律以及观念

建筑的抽象疏离。但他们都在承担建筑师共同的精神性责任———

拒绝平庸。

（赵珊珊 供稿）

拒绝平庸：建筑师共同精神性责任

□ 付子堂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会议，标志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

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领会和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必须坚持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要围绕法

治体系总抓手谋划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习近平总书

记汇聚全党智慧而凝练出来的一个统领法治建

设全局的概念。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抓手，具有重

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

  从本体论上看，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

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

形成的一个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

治体系是指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普法、督法到法治保障的全部法治运行体制和机

制。法律体系是法律的规范体系，或者说是权利

义务体系；而法治体系则是法律的运行体系，一

个是静态，一个是动态；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立

体。法治体系不仅包括立法及其形成的法律规范

体系，而且包括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环

节，包括保证法律运行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和

法治队伍建设，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整体

要求，特别是突出了法律的实施和实效。法治体

系是一个描述一国法治运行与操作规范化有序

化程度、表征法治运行与操作各个环节彼此衔

接、结构严整、运转协调状态的概念，也是一

个规范法治运行与操作，使之充分体现和有

效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的概念。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法治监督、

法治保障、法学教育，涉及依法

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涉及国家法治、地方法

治、社会法治统筹互动、协调发展，在实际工作中

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

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

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全面依

法治国的总目标，又是总抓手。其重大意义在于，一

是向国内外鲜明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出这个

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

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

手。”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

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

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贯穿决定全篇的一条

主线，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

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

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的主要任务

  （一）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

展，必须不断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使之与社会发展

相适应。首先，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坚持立法先行，坚持立改

废释并举，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

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提供基本遵循。”其次，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以良法促

进发展。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要以立

法高质量发展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再

次，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

合起来。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

加快构建保障我国海外利益的法律体系。

  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中，民法典的制

定具有里程碑意义。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施行必将引领

中国法律的法典化趋势。

  （二）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在于实

施，法律的伟力也在于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引用“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和“天下之

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等法谚，强调

法律实施的重要性。无论在直观感受上，还是参

照法治评估数据，我国法律实施的情况都严重低

于立法预期。为了保证法律有效实施，必须建立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完善法治实施体系，最重

要的是健全宪法实施体系机制，提高宪法实施水

平和实效。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

宪法有没有权威。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了一

系列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此外，法治实施体系

的核心是执法和司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严格、高效、公正、公开执法和司法也提

出了明确要求，并有的放矢地提出了推进执法体

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系列举措。

  （三）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

铁律。”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法治监督是

指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过去一个时期，我国

的法治监督存在诸多突出问题。针对这些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

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

会监督、舆论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

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同时，要

着力推进监督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形成

对法治运行全过程全方位的法治化监督体系，督

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实

现，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

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真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

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四）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法治保障体系包括政治保障、制度保障、思想

保障、组织保障、运行保障等。党中央决定成立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就是最根本最有效的保

障。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治国各

领域全过程，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保障，保障社

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保障，保障社会

主义法治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主政

治制度的基础上。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保障，保障社会主义法

治的科学发展。建设素质过硬的法治工作队伍是

社会主义法治的组织和人才保障，保障法治的尊

严、权威和有效实施。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

系和考核标准并有效实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运行

保障，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任务的细化和

落实。随着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体系的

形成，法治保障体系的执行力必将增强。

  （五）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不仅要有完善的国家

法律体系，而且必须有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特

别是中央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

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有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

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

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

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2021年7月，我们将迎来

建党100周年，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

制度体系，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

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

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

究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

□ 张辰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挑战。为

适应信息技术时代的要求，中国司法实践早已进

行长期且卓有成效的探索，司法机关“智慧司法”

电子数字技术平台使用日趋规范和成熟，为数字

技术更深层次渗透到司法审判做好铺垫。

  远程审判在司法实践和政策立法呈现出新

的发展趋势。

  司法实践从原来的“两地连线”发展为“四地

连线”，亦即有些案件审判人员、公诉人、被告人和

辩护律师“四地连线”，其技术难度远高于以往，也

必然要求遵循更为复杂的远程审判程序规则。远程

审判从民商事案件逐渐扩大适用于刑事案件。刑事

案件由于触及公民权利“最后一道防线”而应当更

为审慎应对。可以适用远程审判的刑事案件一般

包括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认罪认罚案件，事实清楚

的二审案件、死刑复核案件及再审案件等。目前难

以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等。

  远程审判政策立法层面呈现新发展。2009年

最高法“三五改革纲要”要求未来将会“探索推行

远程立案、网上立案查询……远程审理等便民利

民措施”。2018年最高法《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互联网法院并非简单

的‘互联网+审判’，而是综合运用互联网新兴技

术，推动审判流程再造和诉讼规则重塑，是对传

统审判方式的一次革命性重构。”2020年两高两

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规定：“……必

要时，可以采取视频等方式讯问犯罪嫌疑人、询

问被害人、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确认必要

情况可以适用远程审判。

  远程审判对疫情防控具有优势。首先，要凸

显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基本人权的功能。物理空间

的隔绝能有效防范疫情传播。其次，疫情期间尽

快惩治犯罪对公共法益有重大意义。例如，暴力伤

害医护人员、破坏公共设施、哄抬物价等，如不及

时惩治，或导致疫情防控功亏一篑，或导致社会经

济秩序混乱等严重后果。再次，远程审判有助于减

轻案件积压及缓解被羁押人超期羁押等现象。最

后，降低因疫情防控隔离设施产生的会面成本。

  远程审判在效率价值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

一，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物理限制，诉讼参与方得以

整合低价值碎片化时间，就地利用最便利空间，从

而实现高价值诉讼目标。化零取整最大化时间空

间的利用效率，实现诉讼的高效低成本化。其二，

刑罚及时性有助于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惩戒功

能。如贝卡利亚曾言，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

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其三，当技术手段降低

诉讼交通经济成本等干扰因素时，促进各方专注

于诉讼焦点和核心争议。最后，降低对被羁押人的

押解风险。同时诉讼文书送达等更为高效便利。

  远程审判在公正价值方面具有优势。其一，

强化弱势诉讼参与人的程序参与权。比如老年

人、残疾人或者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诉讼参与人得

以避免舟车劳顿或长途跋涉，且因技术发展而提

供易于老年人理解的语言、手语或少数民族语言

翻译等便利，极大增强其诉讼参与程度。其二，增

加庭审沟通理解的深度。根据心理学认知规律，

信息技术形成视听一体比单纯“眼见为实”或“耳

听为实”更能加深理解，从而增强说服力。其三，

强化有效辩护。降低辩护律师诉讼参与的经济成

本。贫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请到更好的

辩护律师。其四，缩小诉讼参与人因文化程度不

同而程序权利不平等的差距。诉讼参与人都能在

法庭上因技术帮助而化解紧张情绪，有时间和机

会充分理解法律文本及其权利义务。最后，司法

官可以借助技术借鉴经验，扩大类案信息分享，

促进司法统一公正适用。

  远程审判在社会价值方面具有优势。其一，

特定典型案例远程审判录像等信息的公开起到

更生动鲜活普法宣传效果。其二，缺乏司法实践

经验的法学院在校学生可以通过观摩远程审判

录像等信息有效学习。

  远程审判同时面临挑战。伴随信息技术水平

大力发展，前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社会经验所形成

的诉讼程序规则甚至其中蕴含的原则和价值将

持续经历变革。人类历史诉讼程序发展经验表

明，没有任何法治所要求的诉讼规则乃至原则在

时代变迁中牢不可破。其破与立将在司法实践和

立法中逐步发展。

  远程审判在传统诉讼价值上面临挑战。首先

是直接言辞原则及相关的对席和充分辩论原则。

其核心在于诉讼参与人行使直接参与及充分表

达意见的程序权利。借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中言语行为有效性的关系三要件分析如下：其

一，真实性，即陈述事实。例如，证人有真实陈述

义务。如果远程审判时间不同步且证人所在空间

缺乏监控，很难避免证人作证过程中有镜头以外

的力量污染证言，场外干预导致串供翻供。再如，

录音录像等电子证据真实性鉴定存在不当操作

空间和技术难点，应当提前鉴定真伪，避免误导

法庭辩论。其二，真诚性，即充分表达自我。例如，

技术信号中断可能影响当事人陈述的自然状态

并降低其可信度。再如，法庭现场威严感促使被

告人如实陈述，而远程法庭在剧场效果上很难企

及现实法院。轻罪及事实清楚的案件相对更适

合，重罪和复杂案件则不太适合。又如，传统审判

程序中，到场义务有利于在交叉讯问中看到诉讼

参与人因质问产生的微表情，从而找到其自相矛

盾的突破口，而视频等技术很难完全取代当面沟

通捕捉细微的异样。其三，正当性或可理解性，即

合法交流。可能存在不合法依靠技术手段增强可

信度的现象，如利用具有煽动性的视听资料。

  其次是公开原则。根据卢曼的理论，法律系统

应当在运作上封闭，在认知上开放。而远程审判存

在两方面对封闭法律系统运作的威胁：其一是外

部干预司法的风险。互联网信息公开或泄露可能

会造成法官心理压力等。其二是技术安全风险。

  再次是诉讼参与人权利保护原则。其一，保

障现有诉权不受削弱，不因远程审判而遭受额外

风险。其二，隐私权保护。如诉讼参与人的私人信

息，商业机密，与未成年人相关案件等。其三，诉

讼参与人应当有远程审判的自由选择权，亦即有

权拒绝远程审判。

  最后是权利平等保护原则。其一，技术设备

经费投入和使用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地区差异，

审判程序权利保障效果参差不齐。其二，技术水

平差异导致法庭说服力悬殊，例如，精彩绝伦的

视听演示比基本的平铺直叙在心理战术较量中

显著占上风。其三，所处空间的差异影响诉讼参

与人的自然表现。例如，身处较差网络信号空间

和优质网络信号空间对诉讼参与人的法庭表现

会产生不平等状态。

  远程审判在司法实践上面临挑战。

  首先是管辖权问题。互联网无国界，但司法

管辖权有地域要求。有必要签署远程司法协助条

约，促进全球司法机关联动和合作，加大互联网

时代对跨国犯罪的打击力度。

  其次是远程审判对办公组织形式可能产生

深远影响。如司法机关有必要增加技术辅助人员

并减少现场维持秩序的人员。物理空间现有的共

同体会分散为个体在家工作模式。

  再次是过分依赖技术可能会导致个案审判

结果差异不断缩小，降低个案的自由心证程度，

导致思维怠惰的模板化处理。技术发展的极端情

况，就是专属于人的价值被机械化处理所取代。

  最后是技术自身的风险。一是技术安全风

险。诉讼参与人不应当因技术错误或信息泄露承

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二是技术中立风险。技术

力量最终也是人在操作，掌握相应技术的公司应

当与司法活动有回避的机制设计，以防干预司

法。三是技术公平风险。在远程审判中信息技术

运用水平高可能会形成不公平的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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