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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達成曾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曾任教高補通識教育
科，現任教高中和初中通識教育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通識教育

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編著《如何做好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一書。

去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通報了指導未來5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綱

領性文件──《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的有關

內容，明確指出未來5年法院改革要着力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問

題，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加快建設公正高效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

判權力運行體系。有輿論認為，《綱要》有助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作為關

鍵環節，推動建立權責明晰、權責一致、監督有序、配套齊全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也

有意見認為，行政司法不完全分離，將無助司法制度能夠獨立、公正。 ■莊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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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發布，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網
站，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xwzx/fzxw/201407/20140700396509.shtml
2.《人民網評：繃緊黨紀國法的高壓線》，人民網， http://opinion.people.com.cn/
BIG5/n/2015/0429/c1003-26926747.html
3. 《關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新修改》，中國普法網，http://www.legalinfo.gov.
cn/zhuanti/node_56028.htm

在中國，中紀委、中組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機關同時在央媒網站和幾大主流門戶網

站推出網絡舉報監督專區，為網絡檢舉提供規範統一的渠道和流程。有輿論認為，這一舉措顯

示中央政府反腐敗的決心；也有意見認為，多了途徑舉報貪腐固然不錯，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舉

報後的調查和依法執法能否有效進行。誠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在法律上的

確保障了老年人的權益，然而，在現實環境中，這種用法律保障傳統道德價值的做法在執行上

是否有效，仍存在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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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中國司法改革的8大重點
一、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二、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

轄制度
三、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四、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
五、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
六、明確四級法院職能定位
七、健全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
八、推進涉法涉信訪改革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司法體制改革作出的部署
中，「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
理」引人關注。這項舉措被視作行政區劃分和司法
管轄制度分離的關鍵一招。但是，省級如何統管？
選拔法官的機構如何設立？
對此，中央司改意見和《改革綱要》指：推動在
省一級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從專業角度提出法官
人選，由組織人事、紀檢監察部門在政治素養、廉
潔自律等方面考察把關，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
完善將優秀律師、法律學者等專業法律人才遴選為
法官的制度。
我國共有3500多個地方法院，由於分布不均、情

況各異，許多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對此，《改革綱要》提出：根據法院轄區經濟社
會發展狀況、人口數量（含暫住人口）、案件數量
等基礎數據，結合法院審級職能、法官工作量、審
判輔助人員配置、辦案保障條件等因素，科學確定
四級法院的法官員額，對法官在編制限額內實行員
額管理。
多年來，許多案件的結果最終都是法院內部層層
審批決定的。這種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做法，一
方面不利於查明事實真相，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辦案
權責不明，影響法官辦案的積極程度。
《改革綱要》指：改革裁判文書簽發機制，主審
法官獨任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再由院、庭長簽
發。要合理定位審判委員會的職能範圍，除法律規
定的情形和涉及國家外交、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大
複雜案件外，審判委員會主要討論案件的法律適用
問題。

■資料來源：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網站

資料B：

a. 根據資料A，你
認為中國司法改
革的 8大重點能
否全盤實現？試
加以解釋。

b. 綜合以上資料，試粗略說明中
國新司法改革所針對的其中3點
現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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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有關「黨紀」與「國法」的論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強調，黨
要管黨、從嚴治黨，要靠黨章黨規黨紀。「黨紀」與
「國法」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黨紀嚴於國法。黨
是政治組織，黨規黨紀保證着黨的理想信念宗旨，是執
政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底線；法律體現國家意志，是全
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底線。黨章規定，黨員必須自

覺遵守紀律、模範遵守法律。
修訂黨紀處分條例要突出兩個重點，一是體現全面依

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堅持問題導向，應把條例
中與法律重複的內容去除，解決「紀」、「法」不分的
問題；二是把嚴肅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凸顯出來、具體
化，使黨紀特色更加鮮明。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資料B：網媒設立監督舉報區
中國新華網、人民網、光明網等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和
新浪網、搜狐網、網易網等主流商業網站，推出了網絡
舉報監督專區，鼓勵廣大網民依法如實舉報違法行為，
為廣大網民提供網絡監督、舉報平台。受理舉報範圍包
括：針對黨組織、黨員和監察對象違反黨紀政紀問題的
檢舉、控告；依法應由紀檢監察機關受理的黨組織、黨
員和監察對象不服黨紀政紀處分和其他處理的申訴；對
黨風廉政建設和紀檢監察工作的批評、建議。

有輿論認為，網絡媒體首次統一開設網絡舉報監督專
區，體現了網絡舉報這一監督渠道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
重視，有利於引導網民有序依法舉報違紀違法行為，也
有利於專門機關更加廣泛便利地收集舉報信息，推進對
違紀違法行為的查處和治理。不過，另一種輿論認為，
據此判斷反腐有效用，未免言之過早，過分依賴民眾權
利意識的覺醒，解決不了目前巨量的腐敗呆賬。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a. 「釐清『黨紀』與『國法』的分別，長遠有助中國實現以法治國的目
標。」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試加以解釋。

b. 網媒設立監督舉報區，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將會帶來甚麼正面和負面影響？
試參考上述資料加以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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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簡介（節錄）
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公

布，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條文如下：
第一條：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發展老齡事業，

弘揚中華民族敬老、養老、助老的美德，根據憲法，制
定本法。
第二條：本法所稱老年人是指60周歲以上的公民。
第三條：國家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權益。
老年人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有享受

社會服務和社會優待的權利，有參與社會發展和共用發
展成果的權利。
禁止歧視、侮辱、虐待或者遺棄老年人。

第四條：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國家的一項長期戰略
任務。
國家和社會應當採取措施，健全保障老年人權益的各

項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參
與社會發展的條件，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
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第五條：國家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提高

對老年人的保障水平。
國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

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
宣導全社會優待老年人。 ■資料來源：中國普法網

資料B：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輿論（節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制定和頒布
實施，初步形成中國對特定人群權益保障的法律體系，
標誌着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從此走上法制化的軌
道。該法在當時既適應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和老年人
權益保障的客觀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法律規定的內容符
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體現了中國的國情，保持了中國的
傳統，反映了老年人的心願，是一部有中國特色的保護
老年人合法權益的法律。
由於人們追求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斷增加，物質追

求已經遠遠超過對精神層面的追求。人們的社會責任意
識、社會規則意識有所淡化。或許有人會說，現代社會人
們生存壓力太大，生活、工作事務繁忙，根本顧及不到其
他人的感受。其實這種表述是欠思考的，並不符合一般社
會規則的要求。就如年輕人、下一代長期不去探視年老體

弱的父母，本屬於道德層面的問題，但因其具有社會普遍
意義，在修改《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時，人們普遍呼籲應
當加以規定，使得道德層面的問題上升為法律規範。

■資料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人民法院報

a. 參考資料，你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實施，在甚
麼程度上能保障中國老人的權利？試加以解釋。

b. 在中國，運用法律來保障老人的權利，將會帶來甚麼社會和道德問題？
參考資料，試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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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頒布的去年頒布的88項司法改革有項司法改革有
望推動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望推動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
展展。。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保障老年人權益保障老年人權益
也是中國法治的表也是中國法治的表
現之一現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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