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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指导的博士冯军教授试图超越注释法学、写出生命力长久的部门法学论著所作的一次尝试，
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其选题和研究展现了作者的抱负。
在书中作者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来分析和研究刑事司法上的现象和问题，使其著述具有了较高的
抽象性，上升到了一般性的理论高度，从而使其文字拥有了值得称道的生命力。
      　合法性（Legitimacy）是当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业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一种成熟
的理论分析工具。
首先，合法性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客观现象，无容回避。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在解释“合法性”时开篇即指出“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
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
”任何权力、制度、秩序和统治都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是分析政治制度时绕不开的现实话题。
其次，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效用和功能，政治合法性直接表现为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忠诚和认同，而
这种忠诚和认同正是政治稳定的前提与基础，故合法性是政治体系的一种支持性力量，对于合法性的
积极意义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指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
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
而且，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的基础的话，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之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理社会和经
济问题。
”反之，如果权力、制度、秩序和统治丧失了合法性，以致酿成合法性的危机，那么权力就会破产，
制度就会难于运行，统治也将变得难以为继。
也正是因为合法性对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此，韦伯说：“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以价值合乎
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
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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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军，男，1972年生，河北临城人，现任河北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
199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获法学
硕士学位；后任教于河北大学；2002年考取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2003年破格晋升副
教授职称；200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破格晋升教授职称。
近年来，先后在《法学家》、《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国刑事法杂志》、《刑法论
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其中《中国新刑事诉讼法：剖析与前瞻》（与左卫民先生等合作
）获全国第三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二等奖，《两大法系刑法判例法渊地位与拘束力
之比较》获河北省第七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出版有《刑事司法的改革：理念与路径》、《刑事一体化理论研究》、《理念、制度与实践：从司法
制度到司法改革》、《外国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论著和教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判决的合法性研究-在政治社会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合法性概念诠释    （一）合法性内涵的认知范式    （二）本文中的合法性概念：
以调和主义为认知范式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主要
的研究方法第二章　刑事判决的合法性概述  一、刑事判决的合法性诉求    （一）刑事审判权是一种公
共权力    （二）刑事判决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三）通过刑事判决实现社会控制的合法性诉
求  二、刑事判决合法性概念的界定    （一）刑事判决合法性的定义    （二）刑事判决合法性的构造分
析    （三）刑事判决合法性与相关概念辨析第三章　刑事判决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判决合法性
理论基础的历史形态    （一）神意崇拜    （二）古典正义理念    （三）宗教神权思想    （四）社会契约
理论  二、刑事判决合法性理论基础的现实解读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二）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四）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  三、法治理论：刑事判决合法性理论基础的
整合    （一）法治的概念及其理论整合功能    （二）法律至上：刑事判决合法性的信念基础    （三）
规则治理：刑事判决合法性的制度基础第四章　刑事判决合法性的评价  一、刑事判决合法性的评价
概说    （一）刑事判决合法性评价的概念    （二）刑事判决合法性评价的主体    （三）刑事判决合法
性评价的价值　二、刑事判决合法性的评价标准    （一）刑事判决合法性经验评价的标准    （二）刑
事判决合法性规范评价的标准    （三）刑事判决合法性评价标准的整体认识  三、影响刑事判决合法性
评价的因素　⋯⋯第五章　刑事判决的合法化第六章　我国刑事判决的合法性：检视与进路结论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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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一、合法性概念诠释概念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
正如博登海默先生所言：“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
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
没有概念，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
他人。
”鉴于此，本文拟在合理界定政治社会学范畴中的合法性概念基础上，展开对刑事判决合法性问题的
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与刑事诉讼法学界通常所理解的合法性概念不同，在政治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合
法性”并不意味着“实定法规范的符合性”，它是英文Legitimacy的意译，有时也被译为“正统性”，
本意是指统治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
目前，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汉语学术界较多地使用“正统性”这些概念，而我国大
陆地区的学术界却一直使用“合法性”这个概念。
就内涵而言，“合法性”与“正统性”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
本论文的研究之所以使用“合法性”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与目前我国大陆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保持
一致性，从而有利于学术话语的沟通和形成共识。
既然合法性概念中的“法”不是一种实定法规范，那么它具体是指什么呢?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理解
，这里的“法”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是指“人们据已从事某一活动以及避免从事另一活动的某
种规则或者说尺度。
”而韦伯则明确指出，合法性概念中的“法”其实就是指“自然法”。
韦伯认为，衡量在自然法内合法事物的实质的尺度是“自然”和“理智”，两者以及可能由它们之中
派生出来的规则及事物的一般规则和普遍适用的准则，被视为是相互吻合的：人类“理智”的认识被
视为与“事物的本质”是一致的，即与“事物的逻辑性”是一致的。
对于这种“普遍有约束力的规则”，上帝自身也不能改变它们，法律秩序不许可试图违悖它们。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合法性概念中的“法”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
规则，离开了这些规则，和谐的社会秩序无以构建，人的价值尊严及其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更无以
体现和保障。
人类本性的同质性决定了这些基本规则是超越国家、种族和时空界限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
或者在不同的国家，人们可能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对这些基本规则的认同，但就其本
质而言，这些基本规则在本质上都是同质的——都体现了对公平、正义、尊严和安全感的基本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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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拙著是在我的同名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论文的完成，已经找不到重回川大时的喜悦——因为我的父亲走了！
在他身患绝症后，为不影响我的学习，一直不让家人告诉我他的情况；而在他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
竞还惦记着我的学业！
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爱之大，无以回报。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正是这种“心债”支撑着我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交付出版或许是对家父最好的告慰！
感谢我的导师左卫民先生。
我是在10年前到川大参加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复试时首次结识先生的。
自此以后，先生的睿智一直影响并培育着我对刑事诉讼法学的浓厚兴趣，使我得以在刑事法学研究领
域践行“刑事一体化”的研究思路。
并有幸在四年以后，又以博士生的身份重回川大系统聆听先生的教诲。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选题、资料收集到构思和修改，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血。
此外，在我父亲患病期间，先生放松对我所做课题的时间要求，让我在家半年之久安心侍候家父以尽
孝道。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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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判决的合法性研究:在政治社会学语境中的分析》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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