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法公信力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司法公信力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2176065

10位ISBN编号：7802176069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人民法院出版社

作者：关玫

页数：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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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公信力研究>>

内容概要

　　司法信用危机是社会信用危机最为突出和严重的部分。
司法的信用危机来源于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和缺失。
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司法公信力，那么这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就会土崩瓦解。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法治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目标，司法也已经成为人们诉诸于公正的最后保障。
进而司法的信用就成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如果根基不牢，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为了构建法治社会目标的实现，必须深刻分析司法公信力低下的原因，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快
司法体制改革和综合建设，重建司法公信力。
基于这种理性认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关玫选择了司法公信力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和《司法公信力研究》
的主题。
　　自从十五大提出司法改革的任务之后，司法改革及其诸多方面就成了学界和实务界热衷探讨的热
点问题。
然而几乎所有的探索都局限于如何保障司法公正的视域中，很少涉猎司法的公信力问题。
司法公信力在笔者看来相当重要。
司法公信力之于司法犹如信仰之于法律。
缺少信仰的法律形如虚设，缺少公信力的司法形成不了法律救济的应有权威和实效，也难以产生法律
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形象。
公信力是司法的内在逻辑要求、题中应有之义和其生命力的保证，因此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以建构司
法公信力为目标。
　　即使存在与司法公信力有关的考察，大都或是单纯从司法这个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角度来论证，
或是单纯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而疏于从接受者与提供者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司法公信力问题。
而作者恰恰从这个角度或采用了这种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司法公信力问题。
书中对司法公信力的解释就是明证。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具有双重维度的概念⋯⋯主要是指司法与公众之间的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相
互评价。
⋯⋯从起源上看，司法公信力源于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
公众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其核心部分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和公权力对公众的
信用。
⋯⋯司法公信力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司法对公众的信用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
程。
”惟一的遗憾是作者没能将此种方法在文中贯彻始终。
但能对这个论题就此种方法进行研究已属不易。
　　当然书中颇有见地的观点不止于此。
例如对司法公信力产生的社会基础与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
作者认为社会基础主要是指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司法民主与权利文化和市场经
济基础。
并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司法公信力的理论基础。
她认为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的内在规定性之一，而且司法公信力所带来的巨大功用和收益以及不讲信
用所承担的风险既是司法的成本，也是社会的巨大成本，而这种成本是不值得付出的；同时对司法公
信力的构成进行了分析，认为司法公信力至少包括司法判断力、司法自律力、裁判说服力、司法约束
力四个必备的内在构成要件，这四个方面都离不开司法独立这一制度前提，离不开公众对司法公正与
司法满意度的理解与认同。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想法和观点。
作者还对当代中国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及其成因和司法公信力的制度建构进行考察与研究，这对我国司
法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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