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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宪法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2009年度工作实施方案》〈法〔2009〕
161 号〉明确指出了“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工作要求，是人
民法院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希冀各级法院通过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思

想政治觉悟有新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有新提高，司法作风形象有新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有新提

高。该方案既考虑到了人民法院的性质和职责，同时又比较好地演绎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关于

人民法院、人民法官法律地位的一系列规定，使得“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具有了扎实

的宪法基础。 
  一、我国的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院是适用法律处理具体法律纠纷的国家机关。因此，法院首先是国家

的审判机关。我国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一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于审判机关

的主要职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第一款又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

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

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根据上述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法院首先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负有适用

法律、法规处理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争议和纠纷的法律职责，各级法院必须首先严格地依法审

判，才能够符合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宪法要求。 
  二、我国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国家机关 
  我国的各级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同时，它的性质又是“人民”的法院。我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各级国家机关都是代表人民，依

据宪法和法律行使国家职能。所以，作为“人民”的法院，就不仅仅只是行使审判权，而且要密

切联系群众，想群众所想，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人民法院不仅要在行使审判权

的过程中依法办事、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

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现行宪法对此也作出了明确的要求。现行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第二款也

规定：“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由此可见，“人民法官为人民”是我国现行宪法和组织法对法院所提出的基本法律要求，其

内涵不仅仅限于法院通过正确和依法行使审判权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是一种必须履行的

“宪法义务”。 
  三、“人民法官为人民”要通过法官的具体行为来落实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工作重点应当是法官的日常行为，只有法官的日常活动

能够紧密地围绕着“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展开，才能最大程度地来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

工作目标。具体到法官的行为，法官法关于法官义务的规定是保证法官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实践“人

民法官为人民”工作要求的具体制度规范。法官法第七条规定，法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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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

枉法；（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六）保守国

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七）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总之，“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并不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法

官职务行为之外的“额外负担”，而是我国现行宪法、组织法和法官法对人民法院和法官提出的

“职业要求”。推进“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不得不”

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都必须提高对开展此项活动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并努力创新活动的形

式，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力争在主题实践活动中，加大法院为民服务的力度，进一步树立司法为

民的良好形象，深化和推动司法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