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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信力研究》

前言

　　公信力是以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思想观念为基础的反映社会群体对特定机构或个人的动机、行
为所表现出的信心、信任或信赖。公信力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首先它是由特定的生
产方式所决定的。并且，它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和好感演绎而来的。由此而决定了它是以必要
的物质文明为基础所催生的一种精神文明。鉴于司法权在当今法治社会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之作用，
从而一跃使得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升华为社会政治文明的表征。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学理论研究
中，极少关于司法公信力问题的专门研究，但在大量关于宪政与司法理论的研究中涉及到司法（权）
及其权威性的论说。我国法学界也是直到近年才意识到司法公信力问题，但受西方法学理论研究的影
响，目前法学界仍然在司法权威的角度上谈论并研究司法的公信力。我们认为，受这一视角的约束，
对司法公信力问题不可能进行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尽管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
在本质上，司法的公信力乃萌生于公众之内心，而司法的权威却通常须凭借外在的力量加于公众，二
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影响的因素也各不相同。本书研究另辟蹊径兹以专门研究司法公信力问题，以图
为法学理论的发展做出应有之贡献，尤其是希望对解决中国目前司法之种种困境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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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公信力研究》所贯彻的基本理念旨在为社会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觉，使得社会公众通过理性思考
从社会循序进化的角度来对司法公信力的起源，与社会物质文明、经济发展、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有
一个正确的认识，以便对当今社会司法权的行使及司法公信力有一种合理而现实的期待；通过区分并
分析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的关系，论证司法公信力的含义与价值；通过对形成司法不公的各种因素
及其原因与相互关系的分析，找到司法公信力赖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从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探寻
进行司法改革的方向以及所要采取的合理举措。总之，我们通过将司法公信力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来加以思考和探究，力求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法治建设，为在社会中逐步提升司法公信力，为从不
断健全和完善司法功能的角度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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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司法公信力的基本主题　第一节　司法公信力的界定    一、司法公信力的内核    二、司法公
信力的框定    三、立法权与司法公信力    四、行政权与司法公信力    五、司法公信力与社会公众对立
法权、行政权产生公信力的客观障碍与发展趋势之比较　第二节　司法公信力的本源    一、司法公信
力的实定本源    二、司法公信力的精神本源    三、司法公信力的思想本源    四、司法公信力的文化本
源  第三节　司法公信力的基础    一、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与司法公信力    二、社会政治基础与司法公信
力    三、社会思想文化基础与司法公信力    四、司法本体基础的支点与司法公信力  第四节　司法公信
力的价值    一、司法公信力价值的界定    二、社会文明的进化与司法公信力的发达　　三、司法公信
力价值的聚合　　四、司法公信力的价值维系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第二章　司法公信力的渊源　第一节
　概  述    一、司法公信力渊源的界定及研究意义    二、考察司法公信力渊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第二
节　司法公信力的历史渊源    一、国家产生初期的司法公信力    二、近代司法公信力（资本主义社会
前期）      三、现代化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资本主义社会后期）  　第三节　司法公信力的理论渊源   
一、正义观念    二、国家权力来源理论——以社会契约论为主线    三、法治理论    四、中国的法治实
践和司法公信力第三章　司法公信力的基础与产生条件　第一节　司法公信力的政治基础：现代宪政
制度    一、宪政的基本内涵及其要素    二、宪政与市场经济、法治国家    三、宪政与司法权威、司法
公信力    四、现代法治理念下的宪政建设　第二节　司法公信力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    一、法
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二、市场经济对于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诉求    三、市场经济的相
关问题需要法治解决  第三节　司法公信力的人文基础：社会法制环境    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
社会法制环境　　⋯⋯第四章　司法公信力的理念第五章　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属性第六章　司法公信
力的基本要素第七章　司法公信力的程序视角第八章　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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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现代法治理念下的宪政建设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司法权威的建立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
启动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完成。就宏观而言，司法权威以司法独立及其对于立法和行政权的真正有效
制衡为前提，现代法治理念下的宪政体制是司法公信力的政治基础。　　宪政的建设并非朝夕之功，
而是一个系统庞大的工程。需要从健全法制、尊崇法治、完善民主、保障人权、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等方面推进。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完善民主政治可谓当前中国语境下宪政建设的重中之重，理
由在于：首先，近些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
的发展也带来了或者暴露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以民主政治为价值取向的
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没有民主政治的保障、促进和弥补作
用，市场经济很难获得持续、稳健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并将从
根本上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大众的幸福。其次，法治需要民主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在民主国家，人民
一方面用法律确认和保护自身广泛的权力和自由，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来规范、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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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一定价值
2、　　   就只是这样。说实话，缺少跨领域的联合。公信力是多因一果的产物。脱离了实际环境研究
司法公信力实在是难以取得成果。
　　  另外，司法体系在中国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定论。原因是司法系统从广义
说包括公检法、司法行政等机构。但是从狭义来说，就是人民法院。这个根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所
以此类研究只是刚刚开始。
3、适合政法人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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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就只是这样。说实话，缺少跨领域的联合。公信力是多因一果的产物。脱离了实际环境研究司法
公信力实在是难以取得成果。另外，司法体系在中国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定论。
原因是司法系统从广义说包括公检法、司法行政等机构。但是从狭义来说，就是法院。这个根本问题
至今尚未解决。所以此类研究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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