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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判与思索：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调研成果与裁判文书选编》主要选录了上海市闸北区人民
法院干警自2009年以来在各类学术讨论会、调研课题成果、司法统计分析成果、精品案例等征文和评
比活动中获奖及法学杂志上公开发表的理论调研文章和实务调研作品，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该
院开展的优秀裁判文书评比活动中的部分获奖裁判文书，集中反映了该院法官运用法学理论对司法实
践中的具体问题所作的深层思考以及解决具体案件的裁判能力。
本书对应用法学研究和实践操作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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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规定》
城市外来媳在离婚中居住权益的保护——兼议是否应当设立居住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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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与拓展：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运行模式初论
走出“合不若独”的现实悖论：合议庭制度的范式重构与价值回归——以上海市某基层法院为样本的
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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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思考
量刑程序的模式选择及其运作——以混合式量刑程序模式的构建为视角
事实认定的刑事裁量权运作机制之完善——以被告人身份情况的确认错误为研究对象
我国预决事实效力适用规则的重构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司法认定与类型划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研究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研究——以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为基点
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理念转变与价值重塑
调研课题篇
司法统计分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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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的裁决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审理和裁决涉及审判组织形式、审理
方式及审查内容。
　　（一）审判组织　　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审判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构想：第一，在各级法
院设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法庭，专门管辖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一审及上诉、申诉案件。
第二，听证审理，由法官、精神病医师、家属、社区群众代表等组成听证小组，听证程序由法官主持
。
第三，由原合议庭审查裁决。
　　三种构想均对考虑到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的特殊性，但各有利弊。
如第一种构想，对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予以了充分保障；但精神病人犯罪案件数量毕竟有限，在各级法
院成立审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的专门法庭，大大浪费了司法资源。
第二种构想，借鉴了行政许可中的听证制度，即对涉及被告人自由和人格尊严等人身权利，公诉机关
应当提供指控的犯罪事实及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理由，当事人及其家属、监护人、辩护人也
可以提出证据，并进行申辩或质证，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制作裁判文书；但听证程序为一审
终审制，公诉机关及当事人无抗诉或上诉、申诉等救济途径，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第三种构想，由原合议庭成员审理，因承办法官熟悉案件，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节约司法成本；但
仍有不足之处，因法官不具备法医学专业知识，无法从法医学角度对被告人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以
致法官无法依据经验、伦理、常识等作出是否对其实施强制医疗的裁判结果。
　　因此，应当吸取上述三种构想中的合理成分，剔除其中不合理之处，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基本
权利免受侵害，同时保证诉讼效率。
在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审判组织形式立法规范方面，我们可以吸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合理成分，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践经验，制定出符合“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事诉讼立法宗旨以及“保障人
权”的立法原则。
实践中，可以由原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法官和一名专家陪审员——精神病医师组成新的合议庭进行裁决
，由其中一名法官担任审判长主持庭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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