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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林

  《法治指数评估方法与实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17年创

新工程项目“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是从法治指

数的角度客观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小康的收官之作，是用法治数

据成就迎接“十四五”开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

篇之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指数研究的又一扛鼎之作。本书的出版对

于深化中国特色法治指数研究，助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服务法治中国建

设，推动中国法学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实践

价值。

  “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创新工程是基于中国法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和

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现实需要，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采用科

学指标体系、实证调查分析和数据量化评估等手段，采取跨学科、跨领域、全

方位、全过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方法，运用课题组团队合作力量所展开实

施的大型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工程。

  “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创新工程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实际，对我国民主法

治发展取得的进步作出量化评估，对存在的短板弱项和困难挑战作出实事

求是的分析和说明，向社会公开发布客观、清晰的评估数据和评估报告，充

分总结、推介和宣传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所展示的“中国智慧”、形成的“中

国经验”、作出的“中国贡献”，用事实和数据否定法治指数研究领域的崇洋

媚外现象，匡正中国法治评估中“言必称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的“四个自信”。

  “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创新工程实施以来，项目组每年选取若干重大

问题、重点方面和重要角度（即“三重”原则），对立法、政府、司法、守法普法等

领域法治建设情况进行客观量化评估，确证科学立法、法治政府、公正司法、

全民普法守法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做法新成就新经验，通过法治蓝皮书和国

家智库报告发布上述研究报告和评估结果。此外，项目组将实践调研发现的

有关情况及时形成要报、内参以及内部报告，提交给相关部门，为领导决策提

供参考。

  具体来看，“中国国家法治指数”项目组的诸多成果，通过对全面依法治

国和法治建设各领域的量化评估，从整体和细节上为我国当前立法、行政、司

法体制改革和法治发展，提供科学、客观的可行性意见建议；通过具有前瞻性

的指标和预测，促进权力运行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消除有关制度性潜在

性的风险，为党和国家的相关决策提供了简明、直观、全面、精确的参考依据。

“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创新工程项目组所做的成果打破境外机构操纵信

用评级的垄断格局，对于我国在世界上争取到国际舆论和战略性话语权，在

信用评估层面维护国家根本核心利益，具有高度战略意义。

  作为阶段性重大成果，本书在空间范围上，主要包括人大立法指数、政府

透明度指数、司法透明度指数、检务透明度指数、“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

估、前海法治指数评估等研究报告；在时间范围上，主要涵盖从2017年至2020

年的最新法治实践情况和相关数据。

  从上述报告可以管窥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的四大影响力。一是国家法

治指数项目组所撰写的研究报告刊登在《法治蓝皮书》上，该书以科学的评估

和翔实的数据在近500种皮书中脱颖而出，连续多年荣获全国优秀皮书一等

奖。《法治蓝皮书》已经成为观察中国法治的重要窗口，成为实务界与学术界

沟通的重要桥梁。二是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成果受到中办、国办、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有些成果内容进入决

策机关发布的政策文件中，助推相关领域的法治工作，成为中央机关推动法

治工作的重要抓手。三是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成果成为地方社会科学院开

展课题研究的模板。四是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成果往往成为媒体竞相报道

的法治热点以及每年“两会”讨论的议题。有关法治指数研究报告在微博上广

泛传播，受到媒体的持续关注与热捧。

  对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研究，笔者还有“四个期待”。一是期待中国国家法

治指数研究能够长期做下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成为老字号品牌。尽管这

部报告在某些方面还显得稚嫩，还不够完美，但随着实践发展和时间推移，等

到2035年或者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其奠基地位、创始意义和深

远影响将具有里程碑性质。

  二是期待报告能够更加提升品质，真正成为“国字号”的智库成果。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是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的

创新工程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工程”，本创新工程项目组实施的“法治

指数研究”是“中国国家”级课题，“三个国家级”叠加，决定了中国国家法治指

数研究的相关报告是一项“国字号”工程，是代表国家法治研究最高水平的

“国字号”成果。这个政治、理论和学术定位，要求报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追求卓越，不断砥砺前行。

  三是期待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的各类研究报告能够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

“寒暑表”和“风向标”。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治GDP日渐取代经济

GDP，越来越显示出其战略价值和竞争潜力，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集软

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于一身的重要体现，成为中国国内地方、部门和行业创

新发展、弯道超车的保护神和助推器。因此，应当努力把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的

研究报告打造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现实发展变化的“寒暑表”，一看便知中国法

治发展的温度、力度和速度；打造成为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

“风向标”，一看便知中国法治建设的走向、趋势和目标，从而更好地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四是期待中国国家法治指数的研究报告能够早日全面深度走向世界，

让世界对法治中国建设有更加客观的了解，更加全面的认识，更加深刻的

认知。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功夫里的中国”，要让世界

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还要让世

界知道“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幸福中国”，让中国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作

出新的中国贡献。

□ 何勤华

华政法律人宣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也是十几万华政人的终身梦想，是

几代华政人的执着追求。

  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在有的

时候、个别地方权力压倒一切，人们不

信仰法治、只崇拜权力，想方设法地去

攫取权力，而一旦攫取到了权力又不

肯放手的当下，你那么执着地鼓吹法

治、宣传法治、推广法治，有用吗？”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还是

尝试着和学生们作如下交流：

  “你说得不错。但是，你要考虑到

中国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实行了两千

多年专制集权制度的国家，我们没有

法治的传统。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

本质上是君主的人治。法治可以依靠

民主，而人治只能依赖权力。要改变中

国的这种传统和文化，不是在短时间

内能够实现的，必须要有数代人的持

续努力。而我们现在推进法治，就是在

做这种持续的努力。虽然，今后的路途

很艰难，还会有反复，有倒退，但不能

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努力了。如果每一

位公民，尤其是我们法律人都放弃这

种努力，那么，还会有谁来推进我们中

华民族的法治进程呢？”

  我知道这样的回答，未必能让学

生满意。但在目前，我也只能回答到这

个地步。所以，在最后我想以我2015年

元旦的校长“新年献词”的部分内容作

为“华政的故事”系列的结尾。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校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建设，这对我们法律

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学界欢呼法治

的第二个春天又来临了；同时也给我

们法律人赋予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所以，今年的新

年献词，我想发表‘法律人宣言’，表

明我们法律人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

和信心。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专制集

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我们没有法治的

传统，只有人治的习惯。自从商鞅提

倡、秦王朝实施恶法之治、汉王朝采用

外儒内法的治国方针后，在中国就形

成了‘刑（法）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

世所不尚’这么一种法律工具主义、法

律虚无主义的传统。在这样的一片土

地上从事法治建设，法律人处境之艰

难可想而知。

  问题是，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有着

两千多年法治传统浸染下的西方，法

治的真正实现也是一项艰苦的事业。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法治的国家，

800多年前就颁布了著名的《自由大宪

章》，过了40年又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

议会，但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在讨论惩罚纳粹战犯时，丘吉尔首

相和西蒙大法官还坚持抓住德国战犯

无须审判、马上处决的违反法治的主

张。美国是1776年《独立宣言》和世界上

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地，但直到今天仍

然未能处理好对构建法治社会极为重

要的种族平等问题。德国于19世纪末

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法治国家’的

概念，但不到50年，却出现了全面破坏

法治、实施惨绝人寰之暴行的纳粹法

西斯政权。

  这一切表明，法治建设任务极为

艰巨。这不仅在于法治是一个‘知易行

难’的问题；也不仅在于权力对法治具

有天然的排斥性；还在于法治的本质

强调的是规范、是程序、是社会公平与

正义，而要实现这三项目标，需要巨大

的社会成本，需要执政党的良好法律

自觉，需要精密周全的制度设计，也需

要全民（尤其是领导人）的真诚信仰。

因此，从整个人类法律文明史角度来

看，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法治建

设的方略，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

步，建设法治中国需要数代人乃至数

十代人的持续奋斗。

  对此，我们法律人，应当有清醒的

认识。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

践行法治的理想，推进法治的实践。

  第一，我们要做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的引领者。

  第二，我们要做良法的制定者，为

‘善治’提供利器。

  第三，我们要做法律实施的推进

者，使每一项法律充满‘生命力’。

  第四，我们要做法治政府的建设

者，让我们的政府廉洁高效、守法诚

信，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第五，我们要做司法公正的守护

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六，我们要做法治人才的培育

者，让公平正义浸入每一个法律人的

灵魂。

  法治中国的建设，是我们整个中

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但我们法律人无

疑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只要我们持

之以恒，前赴后继，‘咬定青山不放

松’，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就一

定能够实现。”

  （《华政的故事（九十六）》详见于

《法治日报》2021年9月28日9版）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

报》法治文化专版)

华政的故事（终）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判词例话》作者李广宇，现任最高人

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兼任新闻局副局长。

一级高级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法律出

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以轻松的语言阐述了裁判文书

写作的要领与方法，不仅是裁判文书的

写作范例，而且颇具文学欣赏价值。该

书不仅可以作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的

执业参考、法科学生的教学辅助读物，

也可作为面向普通读者的法律文

化读物。

  该书内容包括

以下篇章：

先具结构于胸中、万事开头难、一篇全在

尾句、好像在听一个邻街故事、引律入

题，准法析理、问世间情为何物、对话是

为了说服、写长容易写短难、简当易晓、

临文时切须检点、没时间写判决

书、如何学习行政法、法律

与 文 学、从 学 徒

开始。

《判词例话》

□ 法宣

  《演员》是2021年由潘奕霖执导的纪录影片。该片讲述了于

蓝、秦怡、田华、于洋、金迪、谢芳、王晓棠、祝希娟、牛犇等老一辈

艺术家的从影经历和艺术成就，挖掘他们对于演员这一职业超

过半个世纪的感悟和思考，并以他们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向百

年中国电影致敬。

  剧情简介：

  《演员》是中国首部探讨演员德艺的电影。影片以新中国

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为切入点，历时五年、以多重形式进行记录。

这些“明星”是文艺工作者、人民艺术家，当然他们有着那个最质

朴的称谓：演员。

  故事要从一则已经鲜为人知的“冷知识”说起，新中国第一

批被公众认知的“演员明星”其实出现在1961年。当时的影院，显

眼位置悬挂的都是苏联电影演员的照片，周恩来总理提出：“为

什么不能挂我们中国演员的照片呢？”于是，一场评选活动轰轰

烈烈地展开，彼时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电影厂积极响应，提出的候

选名单涵盖了老、中、青三代演员队伍。最后选出22人，被定名为

“新中国人民演员”，更广为人知的称呼则是“二十二大电影明

星”。60年过去了，风靡一时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早已登上中国

电影史的荣誉殿堂，成为“德艺双馨”四个字的最佳诠释。

《演员》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晚清四大冤案。

这四大冤案分别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

伶杨月楼案、张汶祥刺马案和太原奇案。其

中，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因为很多影视作品

的改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起案件，从

案发到最后平反，历时3年零4个月又3天，

最后惊动了慈禧太后，朝廷连续发布旨意，

三十多位官员被革职、充军或查办，浙江巡

抚、浙江学政以及杭州知府一干官员一百

多位，革除顶戴花翎，永不叙用。

  一起并不算复杂的普通刑事案件，死

者就是一个豆腐作坊的伙计，怎么会牵扯

这么多官员？而且在晚清这样一个政治并

不算清明的时代，为什么独独这起案件能

够惊动清朝最高权力，为了一介小民的身

家性命而清洗官场？慈禧难道就不怕因为

保护了被告人这一弱势群体，而得罪整个

官僚集团？

  问题还不止于此。众所周知，无论古今

中外，再审程序的启动和冤案的平反，都是

非常困难的事情，杨乃武和小白菜是怎样把

晚清这一套冤案平反的机制启动起来的？而

且，更重要的是，在冤案平反的整个过程中，

一直最努力的都是杨乃武的姐姐，但最应该

喊冤而且最能够证明自己冤屈的小白菜反

而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一直处于失语状态，

即便遭到最为残酷的刑讯，也自始至终没有

喊过一次“冤枉”，这是不是十分蹊跷？背后究

竟有什么为我们所不知道的隐情？

  关于这个案子，案情大致是这样的。话

说余杭当地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

叫毕秀姑，因为她喜欢穿上绿下白的服饰，

所以人们也称她为“小白菜”。她自幼丧父，

被许配给卖豆腐的葛品连。夫妻二人在余

杭一个叫“澄清”的小巷子里租了一间楼

房，而房东正是杨乃武。所以，杨乃武与小

白菜二人等于住在同一栋楼里。有一个细

节很有意思，他们居住的地方的名字叫“澄

清”，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似乎从一开始就

注定了两人要为澄清自己的冤屈而备受

煎熬。

  这个杨乃武可不是一般的百姓，他有

个姐姐，自己结过三次婚，认识小白菜的时

候刚刚考上浙江举人，也算是很有身份和

社会地位的人。而正是这个举人身份，在后

来冤案平反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回小白菜，她的丈夫平时靠卖豆腐

为生，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经常不在家，

小白菜有时就会去找杨乃武请教读书识字

的问题。两个人也不避嫌疑，过于亲密，还

经常一起吃饭，所以，周围邻居都觉得两人

可能有不正当关系。

  有一天，小白菜的丈夫突然面色发青，

呕吐不止，没过多久就死了。而且死后第二

天晚上，尸体的口鼻竟然流出血水，所以，

周围人自然就会认为是小白菜和杨乃武之

间存在奸情，然后两人串通起来谋杀亲夫，

于是请求官府前来验尸。按说究竟是中毒

而死，还是因病而亡，通过验尸很容易真相

大白。可是历史往往喜欢和人开玩笑，晚清

一大冤案恰恰因为这次验尸而埋下了

伏笔。

  （文章摘自陈虎《法律相对论》，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

偶然性平反：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反思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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