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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月 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法院退休法官傅明生遭歹徒持刀杀害，行凶者是傅明生 20多年前审理的一起离婚案的当事人龙建才。时隔不到一
个月，2月 17日下午，江苏沭阳县法院法官周龙上班途中，走到法院大门附近时，被胡某开车撞倒，之后胡某持刀猛戳周龙，导致周龙身负重伤。 经查，胡某是
对法院关于其相关债务纠纷的判决及执行心存不满，于是蓄意行凶。 法官接连遭遇当事人报复，法官安全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2月 26日，是江苏法院
“法官权益保障日”。记者从江苏省高院、南京市中院了解到，法官遭遇当事人威胁、谩骂、跟踪乃至伤害的事屡见不鲜，如何保障法官的安全，如何打造一个守
法、和谐的法治环境，成了社会各界无法回避的大课题。

近年法官受威胁、被伤害屡见不鲜 国家和地方越来越重视法官权益

法官安全保障成为现在进行时

法官执行中遭围攻

记者从南京市中院了解到， 虽然南京法
院系统还没有发生法官遭遇重大伤害的恶性
案件，但法官遭遇当事人威胁、谩骂等情况很
常见，而且有时法官还会被围攻。 去年 8 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公布了该院执行法官
陈树年在河北被围攻的细节。 事件起因是一
起侵害商标权的案件， 被告石家庄市开心食
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心公司）因商标
侵权，被南京市中院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 20万元。 判决生效后，开心公司
未自觉履行， 故原告向南京中院申请强制执
行。 南京中院法官陈树年和助理徐斌于 2016
年 8月 8 日远赴当地， 结果被案件当事人带
着一帮彪形大汉团团围住。后经江苏、河北两
省高级人民法院协调， 陈树年与徐斌被赶到
的当地法院法警带离现场。

辱骂、威胁法官屡见不鲜

2016 年冬天，南京市江宁法院发生了一
起事件。七八名社会闲散人员，身着印有某某
法官“逾期收伪证、枉法裁判”等字样的文化
衫，聚集在江宁法院门口并拍照。

第二天， 相关网络帖子就在网络论坛上
发表了， 其中使用了恶劣的言语对承办法官
李侠出言侮辱。“这是一个民商事案件，因为
原告反诉被告后被驳回， 他们就一直觉得法
官判决不公。 ”类似的事情，李侠遇到过不止
一次，但这样极端的方式还是首次。

“在家事案件中， 有 1%-2%的情况会遇
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当事人。 ”南京市雨花台区
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陈丛蓉说起了 2016 年
底的一起案件，因为法院判决离婚，女方及父
母多次来到法院门前影响法院正常办公秩
序。 承办此案的副庭长徐闽甚至半夜都会接
到女方家人的威胁短信。

南京市高淳法院曾判决了一起典当纠纷
案。 去年 5月 18日，案外人张某自称是被执
行人邢某的亲戚，并电话威胁法官“走在路上
当心点。你也是有家人的……”高淳法院依法
对张某司法拘留 5 天， 后张某经教育真诚悔
过，法院决定提前解除司法拘留，并对张某罚
款 3000元。

法官几乎都有心理压力

记者了解到， 南京一家基层法院的法官
陈芳（化名）在被当事人威胁之后，经过痛苦

抉择，最终选择了离职。 当时，她判了一起案
件之后，当事人多次上访，并采取跟踪、威胁
等手段报复她。 一次，陈芳发现自己的车上被
人用刀刻了一行字：“我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
上学！ ”陈芳报警后，警察调查了解到，刻字的
正是那名多次跟踪自己的案件当事人， 最终
的处理结果仅仅是赔钱了事。后来，陈芳选择
了离职。

面对越来越大的职业风险和工作压力，
法官普遍患有各类疾病，长期心理压力大、焦
虑已经成了法院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3
年， 南京法官在职人员 451 人参加了健康体
检，其中，被确定为健康的仅有 15 人，占体检
总人数的 3.33% ， 基本健康的 41 人，占
9.09%；亚健康的有 102 人，占 22.62%；因各
类疾病需定期复查的为 293 人， 占 64.97%。
相比身体健康，法官心理健康更需引起重视。
一项针对法官的调查显示，200 名被调查对
象中， 百分之百的法官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
压力问题，60%的法官存在紧张焦躁的心理，

“害怕当事人过来闹事”；93.3%的法官存在担
忧焦虑心理，“即使案子结了很久了， 也怕案
子会突然出个什么问题”；几乎所有的法官都
认为“工作繁忙”、压力大，工作中时常出现紧
张感、“经常感到身体不适”。

有法官一年审案四五百件

2016 年 ， 江 苏省 法院 共 受 理 案 件
1820788件，审执结 1471778件，同比分别增
长 11.47%和 9.75%。 其中，省高院受理案件
18394件， 审执结 13804 件， 同比分别增长
27.08%和 26.12%。 全省法院受理、审结案件
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省高院通报称，当前社会
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频发， 法院面临着
案多人少的巨大压力。 面对汹涌而至的案件
压力，法官超负荷工作已成为常态，身心健康
堪忧。基层法院的法官审案压力很大，有的法
官一年要审三四百起甚至四五百起案件，可
想而知工作压力非常大。

同时， 这些也对法官权益保障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法官权益得不到有效保
障，“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就无法得
到真正实现。 因此，强化法官责任与保障法官
权益应当并行不悖、缺一不可。

近年来暴力袭击、侮辱、诽谤法官的事件
屡见不鲜， 而仅仅依靠法官个人及其所在法
院很难作出妥善应对， 时常发生因应对措施
失当而处置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事件， 这不仅
损害了法官的职业尊严， 同时也损害了司法
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1法官安全现状 >>
记者了解到， 南京市的所有法院在进入

庭审区域的时候都有着非常严格的安检制
度，除了手机、打火机，液体饮料等物品一律
不允许带进审判区。 南京中院曾公布过一组
数据，2010 年市法院安检， 检出当事人携带
刀具多达 766 把，法警处理殴打法官、围堵
法院大门等突发事件 41 起。 由此可见不少
人法制观念淡漠， 使得法官处于未知的威胁
之中。

记者发现， 几乎所有法院的法庭和法官
的办公区都被严格隔离开来， 门口不仅设置
了门禁，还有专门的法警值守。但尽管大多数
法院的审判活动区和旁听区已经实行了分

离，并分别设立专用通道，仍有一些法庭因为
空间太小，并没有做到。

而对于侵犯法官权益的事件， 法院也
依法严惩作为警示。 记者了解到，因为组织
人员在法院门口聚众滋事并上网侮辱法
官， 江宁法院依法对涉事南京某贸易公司
员工朱某司法拘留 10 天，并对该贸易公司
罚款 10 万元。

该公司认识到了错误， 及时删除网上发
布的帖子， 公司负责人来到江宁法院当面向
承办法官道歉，并提交书面致歉信，当场缴纳
了罚款。朱某也认识到了自身行为的错误，向
法院提交了悔过书。

出台“史上最强保护令”

2016 年 7 月 2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
定职责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明
确，对干扰阻碍司法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
辱诽谤、 暴力伤害司法人员及其近亲属的行
为，要依法迅速从严惩处，明确公安机关接警
后应当快速出警、果断处置、坚决打击，相关
部门领导干部及责任人玩忽职守、 敷衍推诿
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今年 2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
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规定〉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一
步健全完善法官、 审判辅助人员依法履行法
定职责保护机制，被称为“史上最强”的法官
人身安全保护令。《办法》进一步强化了对法
官及其近亲属人身权益的保护措施。

专家认为，新出台的《办法》，在司法人员
的人身安全、居住安全、隐私安全等方面有明
显的细化，比如对偷窥、偷拍、窃听、散布法官
或其近亲属隐私的行为人， 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
侵犯司法人员人身安全的行为，像跟踪、骚扰
等也有明确规定。

“一些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的东西，现在也
都有了新的规定。 ”专家表示，比如当事人当
着司法人员的面说知道对方的家在哪里、孩
子在哪里上学，不停地进行跟踪、骚扰，过去
并没有将其作为对司法权干扰的一种严重行
为，公安机关在处理时也不愿提供有力保障。
新出台的《办法》则明确，因依法履行法定职
责，当法官本人或其近亲属遭遇恐吓威胁、滋
事骚扰、跟踪尾随，或者人身、财产、住所受到
侵害、毁损的，可要求其所在人民法院及时采
取保护措施，并商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专家表示，如果司法的公信力下降，不敬
法、不畏法的人就会增多，重树我们法官的权
威非常重要。 对于司法“闹访”和威胁法官的
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严厉打击，法官受伤害
的事件就会极大地减少， 法官的安全就可以
得到保障。

加快推进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建设

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邹建平带了一份建议， 呼吁加快推进法官职
业安全保障制度建设。 他在接受现代快报记
者专访时称，“随着大力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
在严格司法人员任职条件, 强化司法人员办
案责任的同时, 也应为法官依法公正履职提
供必要的职业安全保障，使他们能安心地、正
常地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审判职权。 ”从立法
方面，他建议《刑法》第 309 条的“扰乱法庭秩

序罪”修改为“藐视法庭罪”，将直接冲撞法庭
妨碍法庭庭审的行为以及庭审前后藐视法庭
的行为均归入该罪。 此外，邹建平认为，法院
领导及法官遴选考评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
应科学合理设置对法官的考核评价体系，根
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当事人投诉， 避免机械
地将当事人投诉作为考核法官的一项指标。

记者了解到，近日，中国法官协会法官权
益保障委员会正式成立。 法官权益保障委员
会负责统筹协调法官权益保障工作， 由最高
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资深法官组成， 邀请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律师、专家学者
担任特邀委员。 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是： 负责集中受理法官与依法履职保护
相关的诉求和控告， 组织对本人或者近亲属
的人身、财产、住所安全受到威胁的法官提供
援助，组织对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财产权
益受到侵害的法官给予救助，协调、督促落实
法官权益保障措施等。

江苏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江苏法
官协会已经设立了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 法
官认为存在侵害法官人格尊严、 损害法官名
誉的；侵害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和住所
安全的；妨碍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等情形的，可
以向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请求援助。

雨花台区法院引入心理疏导干预制度

出轨、离婚、撒泼、互撕，甚至在法庭上就
大打出手，这样的场景家事法官早已习惯。 有
时候，因为心中怨气难平，也有当事人会把法
官当成是自己怨气发泄的一个出口。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雨花台区法院
试点在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中引入心理
疏导干预制度，在法官的裁决、调解之外借助
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技能， 充分发挥专业人才
在解决离婚案件当事人心理健康问题上的优
势，帮助当事人尽快、准确找到出现婚姻问题
的心理根源，及时化解矛盾。

雨花台区法院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
庭庭长陈丛蓉法官表示，“有的当事人不是不
讲道理，但他需要在情感上有一些表达。 ”遇
到情绪特别激动的当事人，在庭审之前，陈丛
蓉也会花时间听一听他们的倾诉。“其实都市
生活中，谁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在引入
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之后， 当事人很多负面
情绪都能够在庭审之前就化解。 这有利于他
们在日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

江宁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李侠告诉记者，
自己曾经在庭审时， 因为当事人的一句脏话
而较真起来。 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及时处
理，正面回应。“可以想像，如果在法庭上，辱
骂法官可以， 这个人下次开庭是不是在言语
上更加肆无忌惮？会不会做出更恶劣的事？法
官的权威又如何体现？ ”/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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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保障 >>

严格安检 严惩损害法官权益者

一项针对法官的调查显示，200名被调查对象中，百分之百的法官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压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