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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医精神病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它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在发达国家的大、中城市，既有法医精神病学的中心医院、社区医院和诊所，也有较多从事医疗、鉴
定、教学及科研等工作的从业人员。
通过他们的工作实现着本门学科的两大主要任务：依法维护社会治安和依法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
权益。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法医精神病学取得了长足进展。
老一辈法医精神病学家为中国的法医精神病学事业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的法医精神病学事业方兴未艾，热忱欢迎有志于本专业的青年学子加入到法医精神病学专业队伍
中来。
　　本书按照全国法医学教材编审委员会2008年5月召开的法医学专业全国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议暨人
民卫生出版社法医学专业全国规划教材第4轮主编人会议的要求进行编写。
由于多种原因，本专业教材比其他专业教材要落后一轮。
本教材注重法医精神病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表述。
为了保持教材的稳定性，本次修订内容占30％左右。
参加编写的作者均是在教学第一线经验丰富的法医精神病学专家。
正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无私奉献，才使本书的科学性、先进性、思想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得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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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大陆法系与普通法法系的本质、经济基础和基本原则是相同或相通的。
但由于各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传统不同，因而存在一定差异：1.立法权的归属及法的渊源的比较大陆
法系的法官只能司法、不能立法，奉行只有立法机关才能立法的原则。
法官首先考虑成文法律条款所规定的一般法律准则，按法律条款办案，同时下级法院不受上级法院的
约束。
但由于上诉制度的存在，一般下级法院不会冒使自己的判决通过上诉而被撤销的风险。
普通法法系的立法权实际上由立法机关即议会和法官分掌，法官有权创制判例法。
判例法与制定法都是法的渊源，判例法在很多情况下更是基本的渊源。
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维持前判例是普通法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2.诉讼活动的比较大陆法系采用纠问式，即法官通过讯问当事人，根据所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
人们期望法官通过揭露事实真相来独立地指导诉讼。
法官有责任也有权力了解他想知道的事实证据，法官依靠当事人查清事实，但不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
限制。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居于主要地位，诉讼双方不居主要地位，发言需经法官许可，有关证据在当
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可以提出。
法官的内心确认和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小。
普通法法系则采用对抗式（adversary system）或辩论式，即在民事诉讼中由双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
由公诉人和被告律师担当主要角色，法官不过是充当中立的裁定者。
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证据必须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提出，否则无效，当事人可以同对方证人在法
庭中对质。
一般法官不能干涉证据调查或扩大证据调查范围，他受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限制，法官的作用是权衡
摆在眼前的证据。
法官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公断人或不偏不倚的仲裁人，他决定辩论的范围以及哪些证据可以提交陪审团
考虑。
这对法官的要求高，法官的内心确认和自由裁量权大。
大陆法系开庭审判以案卷材料为主进行。
普通法法系开庭审判是以口头讯问为主。
在适用法律时，大陆法系的法官首先考虑成文法典如何规定。
普通法法系的法官首先要研究以前类似案件的判决，从中抽出适用于眼前案件的一般原则，然后对本
案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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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编写《法医精神病学》的过程中，还得到了顾艳医师和张东军医师的大力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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