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专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专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5301889

10位ISBN编号：7565301884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作者：姚成林 编

页数：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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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专题研究>>

前言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也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
。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已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变动急剧、思想
文化冲突增加、社会矛盾相对活跃的时期。
特别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逐步加深，受此影响而
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各类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凸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
　　为了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山东省法学会于2009年5月与山东政法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二届齐鲁法学论坛，论坛以“科学发展
与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紧紧围绕扩内需、保增长、促稳定的工作大局，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深入研究和探讨了新形势下大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思路、新途径。
论坛的举办，得到了全省法学界、法律界的热烈响应，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积极撰写论文，
认真进行研究思考，共向论坛提交了370篇论文。
为大力促进优秀成果的应用转化，我们精选了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应用价值的44篇论文，按照“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以及“其
他相关问题研究”4个专题编辑成册，收入“齐鲁法学文库”2010年卷中。
我们相信，这些成果对推动我省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将会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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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专题研究》是“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专题研究”文集，书中收录
了《当前农村民事纠纷解决对策三论》、《我国新时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的法治化研究》、《浅析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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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专题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劳动争议调解制度之适用探究反思“人民调解”的组织性质及
其法律地位当前农村民事纠纷解决对策三论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构建和谐社会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
机制研究调判结合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与完善多元抑或单一——和谐社会语境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经济法视野下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研究我国新时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
解决机制论网络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化研究第二专题 弱势群体权利保
护研究金融危机下劳动者权利保障法律问题研究环境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思考——以农民的环境权益
保护为视角论流浪乞讨救助——城市化环境下的中国农民问题——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人口理念
展开构建和谐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制弱势群体权利保护问题探究浅谈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农民权
益的法律保护研究浅析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权益保护关于构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的思考和建
议浅议农民工社会权利保障体系之构建第三专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问题研究——对相关传统话语的质疑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研究论纲和谐语境中的
刑事和解问题探讨对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检视与反思社会和谐建设中刑事和解在我国的操作刑事和解
的工作机制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从完善诉审关系的角度略论若干司法制度的改革论我国刑罚法定刑
幅度之完善——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
关于探索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浅谈基层司法机关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执行第
四专题 其他相关问题研究法治信访：现状、问题与对策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公法学分析——兼论公法制
度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系金融危机下的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论公共决策中
的群体参与——从上海市民担忧磁悬浮而群体散步、购物事件谈起利益表达和均衡的有效机制——多
元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论社会心态失衡的法律调整利益衡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之规则突发环境保
护事件应急立法现状探析构建我国新农村民主法治新秩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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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立固定的调解组织　　建议司法行政部门通过聘任、选任等形式，从退休法官、律师等人员中
选聘专业人员，建立专业的固定的调解组织，并登记造册，统一管理，形成以乡镇、街道为主导，以
村、居、企业为基础的人民调解网络体系，从组织上保证人民调解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这一方面便于司法局对于人民调解组织的领导，另一方面便于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
人民调解工作的工作水平，同时也便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协调与开展。
法院与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民调解员的联系建立了“绿色通道”，如村支部书记、退休干部、妇联干部
等，遇有相关案件，可以直接与这些人员取得联系，尽快对案件施以调解，既提高了效率，也增强了
调解的针对性，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
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激励制约体制。
申请政府拨付专项资金由法院专门管理，用于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作为治理社会的投入，确保调解
人员能够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同时，对人民调解员建立起考核评价与奖惩激励机制，让当事人自主选择调解员，充分体现意思自治
，并通过评选调解能手等形式，挖掘调解人员的自觉性与能动性，使其工作落到实处，真正成为处理
社会纠纷的一道强有力的防护屏障。
　　（二）建立专门的指导组织，形成制度化的指导机制　　建立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工作专门
机构。
在法院内部和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分别设立专业的“诉调对接”办公室，来统筹协调“诉调对接”工作
相关事宜，使指导组织专门化，指导工作制度化，指导机制日常化。
同时，明确选聘部分人民调解员任人民陪审员，并定期对选聘的人民陪审员进行纪律教育和廉政教育
。
人民调解员通过担任陪审员直接参与办案，不仅加强了对法律知识的学习，而且更好地掌握了调解技
巧，使人民调解工作更趋于规范，调解的成功率也将越来越高。
　　（三）建立法院与人民调解的程序性接触机制　　对于法院来说，与人民调解的接触主要通过两
条主线来进行。
一条线就是通过业务指导。
法院将通过与司法局商定专门的指导期间，定期对人民调解组织进行指导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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