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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进行了最为综合复杂的实证分析，具有开创意义。
相比最高法院，巡回上诉法院会在更广泛的法律领域作出数量更大的判决，因而对法律的发展影响深
远。
本书没有直入依法断案的研究模式，而是探寻了意识形态化裁判的身影，也对参与审判的法官的其他
因素作了分析，包括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和财产等。
本书还进一步考量了裁判结果受诸如美国最高法院、国会等其他机构的偏好或诉讼当事人影响的程度
。

　　即便上述因素在某些案件裁判中多少显示出一定影响，弗兰克?克罗斯认为，它们的影响程度相当
有限。
而更为重要的是案件所应用到的法律的状态。
在对与案件相关的程序性法律规则的研究中，法律因素的影响凸显出来，并在与前任最高法院意见的
关联中亦有所体现。
最后，本书有力地揭示了巡回法院裁判中存在的同僚效应，即巡回法院法官确实会受到法官小组中其
他成员的观点和意见的影响。

　　本书并非仅仅停留在对案件裁判结果的研究之上，也对案件裁判的先例效应进行了尝试性探究。
在研究中，克罗斯主要考虑，何种因素使得裁判结果有力广为援引，何种因素又使其效力微弱易被推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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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克·克罗斯（Frank
Cross），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为得克萨斯大学麦克布斯（McCombs）商学院的赫伯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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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大约在同一时期，埃默森·梯勒和我对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一组诠释最高法院某
个重要先例的行政法判决进行了研究。
这项研究主要考查法院判决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法院是否会在最高法院先例的指导下维持他们正在
审查的原先判决。
本研究的核心成果在于发现全体法官小组的意识形态对判决结果有重大影响。
意识形态一致的法官小组（由同一政党阵营的总统任命的法官组成的小组）明显更为意识形态化，而
不太可能会去维持意识形态相异的行政法判决。
相反，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法官小组（由来自同一政党的两位法官和来自另一政党的一位法官组成）相
对来说就不那么意识形态化，而更有可能维持意识形态相异的行政法判决。
尽管根据中间投票人理论，两位处于同一阵营的法官会轻易在投票上胜过另一方，从而达到他们理想
的结果，但即便在一个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法官小组中，他们也很少这样运作。
由来自另一方政党的总统任命的那一位法官在裁判中作用极为关键。
虽然这两项研究在几乎同一时期独立完成，却选择了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种类的案件。
两项研究都没有直接对中间投票人理论进行检验，但最终结论都提出了中间投票人定理是否可以用来
解释巡回法院裁判的疑虑。
巡回法院法官小组中非中间投票人成员的偏好也对判决结果显示出重要作用，因此，判决结果也并不
与中间投票人的偏好完全一致。
研究者们也为该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作了一些理论性的解释，但仍不能明确回答为什么非中间投票人
的偏好也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
并且，两项研究都使用了任命法官的总统所在党派作为法官意识形态倾向的衡量标准，该标准似乎合
理，但十分粗陋，以至于不可能识别出小组中真正的中间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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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有史以来关于联邦司法系统最重要的实证研究之一。
克罗斯的许多结论新鲜有力，他成功证实了‘现实主义者’的简单理论低估了法律在司法中的限制作
用——同时意识形态亦将有所作为。
”　　——芝加哥大学，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一书引人入
胜，全面创新，见解深刻且不拘一格，堪称佳作。
每一位认真严肃的政治科学家和交叉学科的法律学者都应该阅读本书，领略其中细致严谨的假设及论
证。
”　　——得克萨斯大学，桑福德·莱文森(Sanford Levinson)克罗斯将法律、政治科学和经济研究通
过新颖而实用的途径整合起来，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巡回法院的裁判之道。
这一实证研究的新进路，目标在于促使法律和社会科学学者将来会更深入地对此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
他的许多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寻找巡回法院或其同僚机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人们来说很有助益。
　　——《法律与政治学书评》克罗斯的新书展现了一名法学家对探索司法决策背后复杂原因的努力
⋯⋯仅凭本书自然不能终结围绕态度模型的种种争论，但持怀疑观点的人却绝对不能忽略本书的结论
，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全面地理解司法裁判过程的话。
　　——《CHOTCE》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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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为社会思想译丛之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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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