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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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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发〔2015〕14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论述，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加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努力追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努力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

则，大力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保证法官正确履行宪法法律职责，促进全社会不断

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官法》和有关规定，制定本意见。

　　在人民法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

本的政治保证，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保证。广大法官和法院其

他工作人员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

保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审判、执行及其他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人民

法院的全部工作都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致力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体党员特别是

领导干部都要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一、坚持司法为民。牢固树立人民性是人民司法根本属性的理念，努力实现司法

工作服务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宗旨。人民群众是审判执行工作质

量、效率、效果的直接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司法公信力及其尊严权威归根结底是人

民群众的口碑。要把公正高效审理执行好各类案件，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依法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人民司法的工作目标和根本任务。要按照“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要求，畅通人民群众依法维权渠道，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关切和期待，为人民群众参与诉讼提供优质高效的司

法服务。要通过完善诉讼服务中心、信访大厅、巡回审判、网络平台和服务热线等便

民、利民的措施或设施，让司法便利群众、接近群众，让群众走进司法。要不断总

结、推广司法为民的各种好经验、好做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法律和政策的

范围内把司法的便民、利民、亲民体现到审判执行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去。

　　二、忠于宪法法律。宪法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全体公民、

一切政党和所有社会组织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制度成果和精神财富，也是人民法院行使权

力、履行职责的根本依据。忠于宪法法律是忠于党和人民的重要方面，捍卫宪法法律

尊严是维护党和人民权威的集中体现。全体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要衷心拥护、发

自内心地信仰宪法法律，带头遵守和服从宪法法律，严格、正确、公正地实施宪法法

律。要充分发挥司法在促进法治国家建设和法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审判执行各

类案件，制定司法政策，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司法活动，都必须忠于宪

法法律的内容和精神，严格实施宪法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坚决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

权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



　　三、尊重保障人权。坚决落实宪法法律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各项规定，始终把

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责和任务。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的人权保障

功能，坚持保障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多数人权

利与少数人权利的统一，更加重视运用司法手段保障公民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益。在审

判执行工作中，对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要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切实

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要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活动的知情权、陈述

权、辩护权、代理权、申请权、申诉权等各项诉讼权利，不得滥用司法权力限制、剥

夺或变相限制、剥夺。要加强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人权的司法保护，积极创造

条件不断加大人权司法救济力度。要坚决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

法律原则和制度，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努力提高司法保障人权的

效果和水平。

　　四、坚持平等保护。高度重视人民群众追求平等的热切期盼，认真研判不平等现

象及其潜藏的社会风险，依法审理好当事人针对违法不平等对待提起的诉讼案件，敢

于对违背法律和没有法律依据的各类不平等现象和做法亮剑说不，积极化解因社会不

平等引发的矛盾冲突，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促进平等在发展中不断实现。要切实保障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活动中得到贯彻落实，努力为所有当事人创造平等的诉

权实现条件和诉权实现机制。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要保障任何公民不

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

等不同而在法律面前受到不平等对待。在刑罚执行、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等工作中，要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决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在涉外案件审判执

行中，要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五、捍卫公平正义。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是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的基石。要以

严格司法规范司法行为，审慎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公正司法。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

序公正并重，处理各类诉讼案件，要坚决做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

果公正，审判程序合法，裁判说理充分，法律文书规范。要以司法公开倒逼和促进司

法公正，让司法公正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切实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和被认

同性，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

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坚决避免因司法不公贻害社会公正，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

义。要依法惩治藐视法庭权威、妨害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审判执

行活动的行为，加大打击拒不履行生效裁判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让公正裁判得到执

行，让胜诉当事人享受到公平正义的成果。

　　六、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审

判执行工作是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途径，要把办案过程作为宣传法治理念、弘扬法治

精神的过程。要通过严格、公正司法引导各类主体遵守经济、社会秩序和法律规则，

促进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用法、守法、信法的良好风尚。要严肃制裁各类破坏法

律规则的行为，用活生生的案例培养讲规则、守规则、信规则和按规则办事的社会习

惯，切实树立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要为公众旁听法院审判、了解法院工作、参与司法

活动、接受法治教育创造机会和条件，使公民走进法院、旁听审判、参与司法成为法

治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要通过公开统计数据、直播庭审活动、公布裁判文书、发布

典型案例等方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法治成就，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推动形成人人依法行使权利、依法维护权利、自觉履行义务和守法光荣、

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七、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共同福祉和整体利益。

重视保护公共利益、不断增进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巨大优越性，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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