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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前后，我曾与德赛勒先生就民主、法治、宪政及改革等话题进行了一系
列漫谈，经整理后形成了《司法改革科学观--与德赛勒先生的法政漫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好友趁留学回国之际见过此书，认为还不是“故纸堆”，又捎带了几本出国。
未曾想，此书还引起了德赛睿女士的兴趣，尤其是采取此种漫谈的方式来涉猎这些重要而严肃的话题
。
于是，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后，又与德赛睿女士通过面谈、电子邮件、笔谈等方式，继续围绕这些
话题进行了理性交谈。
累积下来，成果不少，《司法改革：小问题·大方向》就是证明。
　　改革是吾国当下的伟大实践，又是永恒的主题。
正因为其未来的走向切实关乎每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幸福，因而其为高官百姓所关注、所思忖、所忧
虑，实乃理所当然。
基于工作经历的“路径依赖”，我继续秉持那种不人云亦云而独立沉思的习惯，结合司法改革工作本
身就一些关联性的“热问题”进行“冷思考”。
其间，确实也有夜不能寐的时刻、三思不明的煎熬、“难得糊涂”的心态。
幸好陪伴稚子彦博诵读经典《道德经》、《论语》、《千字文》、《三字经》，使我产生了从国学经
典中寻找答案、摆脱困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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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树德（又名邵新、善若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法官），湖南省新邵县大新乡刘家排村人
。
1990～200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0年至今，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研究室、司改办从事审判、调研和司法改革工作
（2004～2006年借调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曾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994年）、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1996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2003年）。
出版专著《政治刑法学》、《实践刑法学》等20余部（2部获部级奖）；发表论文《刑事司法语境的“
同案同判”》（《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罪刑法定原则中空白罪状的追问》（《法学研究
》2001年第2期）等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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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宪政?法治?民主漫谈(代序)
第一章　“裁判摘要”的实证分析——关于案例指导制度改革的思考(一)
 一、“裁判摘要”“前世”的十维面相
 二、“裁判摘要”“今世”的十条规诫
 三、“裁判摘要”“来世”的十点建言
第二章　“同案同判”的定位与保障——关于案例指导制度改革的思考(二)
 一、“同案同判”的多维语境
 二、“同案同判”的保障机制
 三、一个延伸的话题：法律适用错误
第三章　“应当参照”的诠释及展开——关于案例指导制度改革的思考(三)
 一、参照什么
 二、谁参照
　三、凭什么参照
　四、如何参照
　五、结语：生命力有待立法支撑
第四章　法院决策模式：民主集中制——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民主集中制”的不同含义
 二、审判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
第五章 审判管理：‘‘两权’’模式还是“一体化”模式——关于审判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权力是什么：基于宪法文本的思考
 二、权力为何分立：法政的思考
 三、“分权”还是“一体化”：实践的比较思考
第六章 司法权的嬗变：‘‘国家化”还是“社会化”——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司法权的“社会化”：回归“经典”
 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司法权“社会化”的新表现
 三、申论：“民间纠纷”界定引发的思考
第七章　专门法院的理据与设置——关于法院组织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专门法院：“专门”的归依
 二、专门法院：“法院”的所指
 三、专门法院的未来设置
第八章　立足国情的司法改革略论——关于司法改革原则的思考(一)
第九章司　法改革的合法性分析——关于司法改革原则的思考(二)
第十章司　法改革与立法的“互动”论——关于司法改革原则的思考(三)
第十一章 司法改革的意识浅论——关于司法改革原则的思考(四)
第十二章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比较——以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实践为中心
第十三章　关于域外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比较——理念、重点及方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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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因素，即服从的习
惯或者习俗以及强制性的法律的存在；二是主观因素，即被统治者形成了对统治者的服从义务。
具体来说，“传统权威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传统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个人魅力型
”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的非凡个性和超凡感召力（个人魅力）的基础上；“法理型”的政治合
法性建立在一系列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
　　在韦伯上述理论的基础上，现代政治学从多种角度继续探讨合法性问题。
（1）帕森斯的“政治角色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服从官员，是因为官员的政治角色，而不
是因为官员的个人品性；政治角色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政府官员的权力地位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
因为政府官员角色使公民角色所要求的权利得到了实现的可能。
正是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构成了官员角色和公民角色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基础。
（2）本特利的“公共利益说”认为，公共利益是各方利益冲突和妥协的结果，如果政府行为表达了
这种妥协结果，它就是合法的，反之即不合法。
（3）亨廷顿的“政府中立说”认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自政府制度的中立性，政府制度越是代表
自身利益（中立），它就越不代表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它的行为就越合法。
（4）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说”认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或者权威性来自于同质的政治文化，即共
同的价值和理念。
如果一个政权能够坚持或者造就国民一种共同的信念，那么该政权就是合法的或者有权威的。
（5）利普塞特、阿尔蒙德、林茨的“政府绩效说”认为，政府绩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并非单项经
济指标可以衡量；政治民主化的合法性需要政府绩效来保障；政府绩效可以为威权政治体制提供合法
性；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政府绩效是可变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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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司法改革要在宪法框架之下以法治而非人治、反法治或者假法治的方式进行。
　　--“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分析”　　　　从立法与改革双向互动的关系来说，司法改革会促动已不
适应实际需要和形势发展的法律文本的立、改、废；同时，立法也会反过来引发司法改革的启动、调
整或者深入。
　　--“司法改革与立法的'互动论'”　　　　司法改革应强调“十种意识”：规律意识、系统意识、
合法意识、原点意识、当下意识、目标意识、统分意识、借鉴意识、国际意识、合力意识。
　　--“司法改革的'意识'浅论”　　　　无论是“全盘照搬”还是“简单拒斥”的立场，均是强调“
地域性”的片面立场（西方立场或者自我立场），而只有立足于“普适性”的立场并结合“地域性”
进行一番创造性转化工作，方能设计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方略。
　　--“关于域外司法体制改革折若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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