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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的故事（七十七）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史焕章和陆

庆壬

  在华政1979年第二次复校后，担任校领导时

间较长的是史焕章研究员。从1985年8月至1998年

8月，他一直担任院长（其间也兼任党委书记）。

  史焕章（1934年- ），浙江宁波人。1951年参

加工作，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于1961年毕业。

为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去西藏支援边疆地方建设

长达20年，主要从事地方基层政府的政法实务和

宣传工作。1981年9月调到上海市司法局工作，历

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兼任上海市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院长。1985年8月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

  在史焕章担任院长的13年里（最后一年为党

委书记），是华政第二次复校后逐步走上正规发展

道路的时期，教学秩序不断稳定，招生人数日渐

扩大，科研水平日益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不

断扩大。尤其是1995年至1998年这3年，在曹建明担

任华政常务副院长、院长时，党政领导班子人员

虽少，但大家比较团结，带领华政走上快速发展

的道路。

  1985年9月，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华政成立了

职称学术评定小组，史焕章担任上海市高等学校

教师学衔委员会委员；1985年11月，为了进一步

提升华政的办学层次，加强学校二级班子的建

设，成立了法律系、犯罪学系、国际法系和经济法

系，并任命了相应的主任和副主任；1986年7月，

组建了两个研究所：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史焕章

兼任所长，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王召棠兼任所

长；同年12月，华政校领导积极推动职称评选工

作，向上海市高教局申请解决了苏惠渔、孔令

望、徐轶民、王召棠、武汉、朱华荣、陈鹏生7位老

师的教授职称，施觉怀、徐建、蔡福元、张国全、

陆世友、韩来璧、叶松亭等43位老师的副教授职

称；1987年8月，陈忠诚老师的教授职称，胡锡庆、

唐淑、吴心梅等45位老师的副教授职称也通过

了；1988年7月，庄咏文和彭万林两位老师被评

为教授，廖光中、张伯元、金友成、黄勤学等16位

老师被评为副教授。至此，华政拥有了一支实力

比较雄厚的教师骨干队伍，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史焕章于1995年被评为法学研究员，兼任上

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法学会会长，上海市犯罪学学会会长，中国

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国家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曾多次赴国外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访问交流和作学术讲

座。史焕章主要作品：著作有《司法伦理学》《中

国司法制度》《犯罪学概论》等，论文有《法学与

行为科学》（1988年），《要法治不要人治》（1989

年），《中国毒品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其治理对

策》（1991年），《论我国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形成

特点与治理对策》（1992年），《海峡两岸法学教

育之比较与展望》（1993年），《法官独立审判探

析》（1997年）等。其中，除了对中国犯罪学的体

系构建、内涵本质以及各类犯罪的特点等进行

开创性的研究外，史焕章还重点对法治和审判

（司法）独立进行了阐述。

  陆庆壬（1933年- ），江苏吴县人。1953年7

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工作，历任校党委

宣传部部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等。

1989年1月任华东政法学院临时党委书记，1991年

11月至1995年3月任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1992

年被评为教授。1989年至1995年，陆庆壬和史焕章

党政紧密合作（这6年之前与之后，都是史焕章兼

代理党委书记和党委书记），领导班子成员间团

结协作，使华政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在陆庆壬任书记期间，为今后华政进一步的

发展做了基础性的工作。1989年6月21日，华政被

国家教委批准为本科函授教育的高校。1990年7

月，华政争取到了自设高校教师中级职务评审委

员会的权限。1992年10月和1994年3月，华政有两

批共9名教师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们是

曹建明、王召棠、徐轶民、何勤华、苏惠渔、陈鹏

生、庄咏文、武汉和强远淦。截至1994年3月，华政

陆续取得了法制史、国际法、宪法、刑法、民法、经

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招生、培养的学科授

权点。1994年12月9日，曹建明教授到中南海，为

中央政治局领导上法制课，进一步提升了华政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陆庆壬本科学习的是自己所喜爱的历史学，

虽然毕业后长期从事党务工作，但历史学的素养

对她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她养成了爱思考和记录

心得体会的习惯，把它们提供给社会和同仁们作

参考。在担任领导之余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主要有《因势利导积极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

作》（1986年），《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1987年），

《重视人才的政治素质》（1987年），《论高校政工

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建设》（1988年）等。

  1995年4月，陆庆壬因年龄原因从华政党委

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虽然在家安度晚年，但她

仍然关心着华政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余热。

  （《华政的故事（七十六）》详见《法治日报》

2021年1月19日9版）

□ 齐晓丹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

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司

法的需求和关切日益强烈。特别是在

裁判文书公开上网的背景下，社会各

界不仅关注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更

关注裁判质量和裁判标准。裁判标准

统一，是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朴

素追求，也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的重要任务。

  自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

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发布以来，最高人

民法院积极开展和推进案例指导工

作，至今已经发布了一百余个指导性

案例，各地法院结合地方实践也在不

断推出典型案例。这些指导性案例和

典型案例的发布，为案例研究和裁判

标准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和规范

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

标准。在司法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过

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

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

等重要文件先后发布，这些文件对于

开展类案检索的条件和方法等内容作

出了规定，对于指导全国法院开展类

案检索工作、推进类案裁判标准统一

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务界，包括法

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工作者运

用大数据开展类案检索，为裁判提供

参考，已经逐步成为一种工作习惯。

  本书围绕类案检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

  一、充分认识我国司法对于类案检索的实践需求，精准掌握

类案的判断标准和检索方法。本书绪论部分介绍了在大陆法系

国家案例作用的发挥，首先要从认识上消除大陆法系国家排斥

案例作用的误区。在我国实行司法责任制改革之后，开展类案检

索、保证类案裁判标准统一，不仅是民众的需求，也是裁判者的

内在需求。有的法律工作者认为，从哲学上讲，既然世界上不存

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那么在实践中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

个案例，所以没有必要开展类案检索工作。还有一部分法律工作

者认为，现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没有精力去检索类案，检索出

来的案件也不好比对和区分。针对上述问题，本书第一章介绍了

类案的判断标准以及如何在大量的案件中寻找和比对类案。这

些类案并非完全相同的案件，但因为属于类案所以要在裁判标

准上统一。同时分析了类案检索的前提、方法和规则，以便提高

类案检索的效率和准确性。

  二、构建类案检索报告的制作和运用机制，熟练掌握类案检

索报告的制作方法。类案检索之后重在运用，即如何将类案检索

的结果与待决案件有效结合。本书第二章介绍了类案检索报告

的制作和运用，阐述了类案检索报告的构成要素、呈现形式、运

用程序和价值判断以及在类案检索报告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成果

转化和有效监督，上述环节构成了类案检索报告制作和运用的

完整流程。对于类案检索既需要理论分析，更需要实践运用。本

书第三章以民商事审判领域中8个常见疑难问题为例，开展了类

案检索并制作了类案检索报告，比对了类案的基本事实，分析了

类案的法律适用意见，对于待决案件争议问题的处理提出了初

步意见。该部分范例的展示，对于法律工作者实际开展类案检索

具有指导意义。

  三、类案检索与类案裁判规范化密切关联，有助于促进类案

裁判标准统一。类案裁判规范化是一个更为宏大的题目，其中关

于专业化审判、各级人民法院制定类案裁判规范等方面与类案

检索的关联性更为密切。本书第四章介绍了专业化审判、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制定类案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全国裁判标

准与类案检索的关联关系。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既包括法律适用

定性上的统一，也包括法律适用定量上的统一，两个方面都做到

统一才是高水准、高质量的裁判标准统一。本书第五章介绍了在

刑事审判中的量刑标准、民商事审判和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损害

赔偿标准方面，类案检索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

  四、高效开展类案检索有赖于案例分析方法的运用，同时也

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运用。作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

掌握案例分析方法是最基本的职业技能。类案检索是工具也是

方法，需要依托于案例分析方法。本书第六章介绍了法律关系分

析方法、请求权基础分析法和法律解释方法在民商事审判中的

运用。只有对上述方法深入理解，才能高效运用类案检索这一工

具。同时，一些法律工作者希望在处理相关案件时，系统能够基

于案件材料推送相关类案，这样可以减少主动检索类案的时间。

但是，现有的类案智能推送效果还不能满足用户的高标准要求。

本书第七章介绍了大数据对于类案检索的支撑作用和局限性，

法律工作者在类案数据库建设中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技术

人员在类案标识方面的工作重点。

  本书后附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关于统一

法律适用和类案检索的文件规定以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篇援

引在先生效判决的典型裁判文书，这些对于读者从规范层面认

知类案检索、从实践层面了解裁判文书对于类案规则的援引和

运用都会有所助益。

□ 法宣

  《山海情》是由孔笙、孙墨龙执导，黄

轩领衔主演，张嘉益、闫妮、黄觉、姚晨、

陶红、王凯特别出演，黄尧、热依扎、白宇

帆、尤勇智、胡明、王莎莎主演的脱贫攻

坚剧。该剧在宁夏、福建两地完成拍摄，寻求全方位、多线索展现

闽宁镇的建设历程，展示闽宁两地东西协作对口扶贫结出的累

累硕果，以精彩生动的艺术表演诠释“闽宁模式”这一中国扶贫

攻坚伟大工程中的创举。

  该剧讲述的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引

导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西海固地区的人民群众移民搬迁，

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探索脱贫发展办法，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

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

  剧情简介：

  政府建立吊庄基地，号召西吉的村民们移民、搬迁。但飞沙

走石的荒漠条件太艰苦，搬迁来的村民第二天就走了一半。马

得福用尽各种办法动员大家去吊庄，并帮助村民们留下来。

1996年，党中央作出推进东西部对口协作的战略部署，其中确

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共同推进宁夏扶贫工作。福建专家来到

村里教村民们种蘑菇，又想尽办法寻找销路，让大家挣到了“第

一桶金”。福建干部鼓励、带动宁夏的劳务输出，为村里人去福

建打工积极创造条件。扶贫政策四面开花，闽宁镇初具规模。张

树成走马上任闽宁镇党委书记后，继续推进三级扬水工程的同

时，加强劳务输出、招商引资，闽宁镇旧貌换新颜，越来越多的

村民主动报名搬迁。时光飞逝，闽宁镇变得越来越好，这片土地

焕发了新的生机。

《山海情》

  图为史焕章院长   图为陆庆壬书记

  《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作者张国

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

代史与中西文化关系史。

  内容简介：

  从远古到18世纪，规模尤为宏大的文明

交流互鉴，就发生在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

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始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吸

引，它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根本动力在于

人类共有的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对美好文明

的向往。

  本书是一部丝路文明新解。书中从大

范围、长时段、历史纵深的角度考察欧亚各

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将这段长

达三千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宏大的篇章：

从史前丝路到凿空之举，远古的东方与西

方首次相遇；汉唐时期诸神入华，四大文明

体系在西域边地汇流，开始形成多元贸易

和文化交流网络；宋明之际，香药东来、瓷

器西去，华夏物产经由海上丝路到达中亚，

远迄欧洲；至晚明盛清，传教士东来，拉开

了中国与欧洲从想象异邦走向东西之辩的

文明互鉴的帷幕。至此，丝绸之路终将亚非

欧三大洲，亦即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紧密

联系起来。

《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

  《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作

者弗兰克·富里迪，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

休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访问教授。当代西方

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家和社会历史学家

之一。

  内容简介：

  作者广泛借鉴历史学、教育学、文学、

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哲学乃至

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自苏

格拉底以来的数百位西方思想家有关阅读

和读写能力的经典论述，系统地考察了阅

读人群的历史变迁，阅读对不同文化处境

中的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不同时代的主

流文化观念和技术变革对阅读之地位和读

写能力之意义的影响等。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将关注的焦点落

在当下，针对人类社会从印刷时代进入信

息时代的重大历史变迁，对当代阅读文化

的独特性及其面临的真正挑战进行深入剖

析，对各种贬低阅读和读写能力的倾向及

试图回归口传文化时代的幻想加以有力驳

斥，对各种功利主义的阅读观和工具主义

的读写能力观予以深刻批判，进而主张重

建一种“以寻求真理和意义为旨归、拥有改

造人类意识和世界的伟大力量”的阅读

文化。

  本书思深旨远，文笔流畅，既充满历史

感，又极具现实关切，有助于我们深思阅读

的力量和探索阅读的艺术。

《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