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3位ISBN编号：9787300142142

10位ISBN编号：7300142141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 编

页数：3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法学类论坛2009年9月-2011年3月举办的共计六十余场演讲中的经
典演讲，按照法律部门进行分类编纂。
2011年3月以后所举办的讲座，待日后再行续编。

　　本书整理工作自2009年年底启动，学院投入了相当的人力、财力，用于讲座文稿的搜集、整理、
出版，一则以供广大读者学习、研究之需，二则为保存、弘扬人大法学成果及学术思想。

　　本书所收讲座，均根据讲座现场的录音听写完成，力图保留讲座原貌。
对个别语言表述与书面表述要求不相符合之处，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

　　为保证学术质量，国际学院特聘请在学术研究、文献整理及出版等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及
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定总体规划、监督工作进度等各项工作。
讲座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后，还邀请法学专业教师徐阳光博士对全部文稿进一步加工，联系讲座人审读
、修订，并负责后期的出版联络工作。
赵晋老师参加了文稿整理的前期工作。
法学院学生社团法律研习社负责讲座的承办以及部分文稿的整理工作。

　　讲座文稿均经讲座人审定同意后收录。
因录音资料不全、篇幅有限、作者未授权等原因，部分讲座未予收录。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利用，在每一篇讲座文稿前附有讲座人小传，内容主要包括讲座人姓名、籍贯
、职称、研究领域、学术活动及主要学术成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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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刑事错案问题。
这三本书是研究德国刑事错案的经典著作，但是没有中文版，据说已经有了日文版。
这三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951年到1964年之间的1150起再审案件。
这里面绝大部分案件是被告方申请再审的，也就是说原来是属于错判的，无论是无罪给判有罪，还是
轻罪判重了。
另外还有91起案件是公诉方申请再审的，那就是公诉方认为判无罪是错的，或者说原来判的太轻了。
彼得斯教授认为，进入再审程序并被撤销的判决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判决。
因为有罪和无罪之间有一个模糊地带，因为案件的事实不是说像人们想的那样总能查个水落石出。
有时候，我们的认识处于一种灰色地带，被告人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那就涉及错判如何来认定的问题。
彼得斯教授把对原审判决错误的认识分为五种，实际就是不同层次上的概率。
第一，肯定是错了，就像赵作海这样的杀人案件，被害人没死。
第二，原审判决很可能错误，比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
第三，原审判决不能被充分地证明，就是现有的证据不能充分地证明被告人是有罪的，所以这个判决
也可能是错误的。
从概率来讲，原审判决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可能性是错误的。
第四，原审判决有可能是正确的，从概率来讲，错判的可能性大概有百分之四十。
第五，原审判决有较大可能性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原始判决错误的可能性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怎么办呢？
作者的观点是，前三种情况都可以认定原判是错判，在后两种情况下，虽然不能肯定原判为错判，但
是再审中也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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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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