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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司法制度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从普通法院、宪法法院、法律共同体成员、
证据制度、刑事诉讼模式和强制执行制度等十个方面，对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比较，
同时穿插了作者对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相关内容的分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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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美君，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开设《刑事诉讼法学》、《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比较司法制度》、《刑事法律诊所》课程。
迄今，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三部，译著两部；独
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司法部、上海市“浦江人才”)科研项目，以及美国福特基金会、英国
救助儿童会等资助的多项科研项目。
2006年至2007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洪堡学者；2010年-2011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
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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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审团审理时：（1）以书面形式表明放弃陪审团审判；（2）获得政府同意；（3）获得法院批准时，才
能放弃陪审团审理，而由法官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在指控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虽然某些州规定被告可享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但宪法并未对此作出
规定。
宪法也没有规定在刑事案件的量刑阶段，被告人有获得陪审团量刑的权利。
不过。
有些州规定被告人享有这项权利。
在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民事诉讼当事人都有获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
美国宪法第7修正案规定：在联邦法院系统中，若涉诉金额超过20美元，民事诉讼当事人便有权获得陪
审团审理。
但实际上进入开庭审判的案件几乎都在20美元以上。
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对“普通法方面的诉讼‘保留’陪审团审判”的词义解释，发展出两种检验标准。
第一种，考察是否在英国或在1791年的美国原告在该类案件中被授权陪审团审判，因为1791年是修正
案生效的时间，这被称为历史性检验。
第二种，用救济的类型来检验案件是否是一个“普通法方面的诉讼”。
如果所寻求的主要救济是金钱损害赔偿这种传统的普通法救济方法，而非属于衡平法领域的强制令救
济，则大法官将授予陪审团审判权，即使在这方面的历史性证据非常模糊。
几经陪审团审理的事实，除非依照普通法的规定，否则不得在合众国的任何法院再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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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07年始，我有机会给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同学开设比较司法制度课程。
之前这门课是由我们的老院长李昌道教授传授，据说李老师引经据典，融会贯通，很受学生欢迎。
由于李老师退休，这门课就没有固定的老师来上。
我当时正在德国，一天，收到王志强教授的电子邮件，他说我应当是目前最适合上这门课的人选，希
望我能接下这门课。
我当时欣然接受。
可当我回国上这门课时，我觉得这对我还是具有蛮大的挑战。
首先，自然是才学疏浅。
其次，由于比较司法制度不像诸如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完整的结构，可以按照成文法或既有的学科
理论进行系统的施教和学习，而目前有关比较司法制度的著作内容也是诸彩纷呈，并不统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逐渐将内容主要锁定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和诉讼制度两大方面。
一是我认为法律职业者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缩影，通过一个国家法律职业者的遴选、构成以及定位
等，可以打开了解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大门；二是我的专业是刑事诉讼法学，对相关诉讼制度比较熟
悉，而且诉讼制度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这应当是司法制度的永恒话题。
后来，根据同学们的建议，我又增加了执行制度比较这块内容。
而就考察的对象，我主要针对英国、美国和德国。
首先，这三个国家代表了两大法系，是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另外，对我本人而言，这三个国家的司
法制度相对来讲比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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