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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法律现实主义》

内容概要

《超越法律现实主义:转型中国刑事司法的程序逻辑》内容简介：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时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
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与其同胞们所共有的偏见对人们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
大于三段论。法律包含了一个民族许多世纪发展的历史。它不能被当作只包含公理和推论的一本数学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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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铭：男，浙江乐清人，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曾任美国
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德国慕尼黑大学、台湾大学访学学者。兼任浙江大学校学术委
员会委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出版《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研究》《刑事司法民主论
》《错案是如何发生的》等七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内核心期
刊，以及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等国际SSCI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曾获第三届董必武青年法
学成果奖一等奖、第四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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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疑难案件中我国法官裁判思维的冲突
四、方法探索：我国法官裁判思维的路径选择
五、小结
第九章认罪态度对法官判决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提出问题
二、关于认罪态度问题的现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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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鉴定人出庭、对质权与专家辅助人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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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反恐措施与刑事诉讼中的价值抉择
一、反恐措施入侵刑事诉讼领域的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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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两岸刑事诉讼法的走向与模式选择
一、提出问题
二、基于理念转变的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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