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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
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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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建林，男，江苏泰兴人，1953年10月出生，汉族，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百千万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带教导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
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等校特聘或兼职教授。

　　著作《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荣获全国第一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主编《刑事证明理论》荣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探索
——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参照》荣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教材《外
国刑事诉讼法》荣获司法部法学教材和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证据法学》荣获司法部法学教材
和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论文《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荣获全国第二届中青年诉讼法学
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一等奖，《人民才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荣获《检察日报》2004年度好稿件理
论类一等奖，《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刍议》荣获《人民检察》2006年度优秀文章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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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中国司法理念：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流连
　一、中国当下司法理念的概念解读
　二、中国传统司法理念的历史脉络
　三、中国现代司法理念的构建思路
第二章　现代司法理念的理论基础（一）——法治
　一、历史视野下的法治理念
　二、法治理念与现代宪政制度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我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第三章　现代司法理念的理论基础（二）——人权
　一、历史视角下的人权理念
　二、现代司法中的人权基础理论
　三、人权理念与现代司法的制度设计
　四、我国人权保障的司法实践
第四章　现代司法理念的理论基础（三）——和谐
　一、司法和谐理念的提出
　二、司法和谐理念的内涵
　三、和谐作为现代司法基础理念的正当性分析
　四、司法和谐理念的宏观影响
　五、司法和谐理念的制度化构建
本论
第一章　司法公正理念
　一、公正理念概论
　二、实体公正理念
　三、程序公正理念
　四、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第二章　司法能动理念
　一、西方语境中的司法能动
　二、司法能动在中国的提出
　三、司法能动的中国实践
第三章　司法平等理念
　一、平等理念溯源
　二、司法平等理念的凸显
　三、司法平等理念的含义与要求
　四、司法平等理念在我国的落实以及存在的问题
　五、我国司法平等理念的进一步落实与完善
第四章　司法文明理念
　一、文明与司法文明概述
　二、司法文明的历史沿革
　三、现代司法文明的内涵
　四、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或构建
第五章　司法协商理念
　一、协商性司法的理论内涵界定及其理路
　⋯⋯
第六章　司法民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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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司法效率理念
第八章　司法独立理念
第九章　司法中立理念
第十章　司法透明理念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二、译著类
三、外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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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在古代社会，司法回馈民意是一种主动的行为，那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网络传媒日益渗透
的当下，我国司法对于民意的姿态既有基于司法回馈民意的传统主动性，又有迫于民意借助传媒形成
的强大攻势而被迫接受的被动性。
与之相适应的是一系列经由媒体报道而形成民意对司法施加压力的典型案例。
例如，早前的“刘涌案”，在一审判处刘涌死刑立即执行的前提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鉴于其犯
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犯罪的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在终审中判处刘
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罕见地提起再审，指出原二审判决认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
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并对刘涌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不当，应予纠正，继而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又如，近来的“李昌奎案”，在一审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的前提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鉴于被
告人投案自首且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进而改判缓
期两年执行。
最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主动提起再审并认为，被告人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因
而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虽然从法律程序上来看，上述案件都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改判，但结合案件前后的社会背景，民意的
影响或者说民意的压力对于案件改判所起的作用，相信没有人会加以忽视和否定。
诚如有法官所指出的：“应提高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因为司法过程不是一个单纯地从事实出发，机
械地依据法律逻辑就能得出唯一‘正确'裁判结论的‘自动售货机'。
判决必须能够被当事人和公众所尊重和信赖，否则，不仅不会对社会和谐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成
为新的社会冲突的爆发点。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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