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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

内容概要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修订版)》的作者是两位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决策
方式的顶尖学者。在《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修订版)》中，他们系统地描述和论
证了“态度模型”，并用其来解释和预测最高法院的决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批评了另外两种解
释最高法院决策的模型：法律模型和理性选择模型。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修订版)》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统计数据、法官们的私人
著作以及其他资料信息，分析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程序、调卷令流程、实质判决、大法官意见撰
写的分配、大法官意见的合并等制度⋯⋯在充分展现态度模型的同时，作者也对法律模型和理性选择
模型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修订版)》作为修订版，充
分体现了自1993年前著出版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吸收了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一时期的判决内
容和发展情况，包括“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中划时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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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弗瑞·A．西格尔(Jeffrey A．segal)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政治学专业特聘教授，政治学系主任。

    主要著作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

    ——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修订版)

    《多数规则或少数意志》

    《最高法院概要》
    哈罗德·J．斯皮斯(Harold J.spaeth)

    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法学院教授。

    主要著作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

    ——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修订版)

    《不屑一顾——最高法院对待先例的另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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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最高法院与政策制定第二章 裁决模型：法律模型第三章 裁决模型：态度模型与理性选
择模型第四章 最高法院的政治发展史第五章 最高法院的组成第六章 进入法院第七章 实质裁决：法律
模型第八章 实质裁决：态度模型与理性选择模型第九章 意见分配和意见联盟第十章 最高法院与宪政
民主第十一章 结论案例索引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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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授予了法院极宽的事项管辖权，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像美
国法院一样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威。此外，当美国法院在裁决案件时，很少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或官
员的干扰。这并不是说国会、总统、政府官员、各州政府或人民群众都普遍接受法院的裁判。相反，
我们经常听到针对某个具体法院——或者针对所有法院——所发出的强烈抱怨。但这些抱怨至多也不
过换来相关部门的某些逆向行为罢了，国会每年对国旗焚烧案和校园祈祷案的抗议就是典型。为什么
美国法院能够拥有如此自由的裁量权？五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提供了答案：基本法、对政府权力的不信
任、联邦制、三权分立，以及司法审查。由于各个因素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不能说其中的任
何一个原因更重要或更不重要，而应当承认它们形成了一个严丝合缝的网。基本法英国殖民者到达新
英格兰地区时，也带来了“基本法”这一理念，即：所有人和政府的行为都应遵从上帝的旨意，或者
他们的领袖所颁布确认的自然界的约束。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当时英
国教堂中的说教。但当到达美洲后，他们依然不能实现宗教上的和谐。例如，很多普利茅斯和马萨诸
塞湾的异议者就遭到驱逐，最后在罗德岛和康涅狄格才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殖民者制定的各种宪章
和法令中，体现了此种在寻找新的定居点的过程中的宗教动机。这种早期殖民地的多数城镇、村庄中
关于神权的狭隘观念在独立战争爆发时，已经失去了活力。尽管此时基本法的理念尚未形成，但其内
核已经初见雏形。

Page 5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

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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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修订版)》是社会思想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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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表示看不懂 各种图表数据分析来说明  说了些什么⋯⋯泥煤~又不知道了  反正相对来说实用性不强
，大家可以不用读。
2、对于理解美国的法官是如判案的很有好处，翻译不错
3、少数关于引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法律的好译著~
4、书的质量还行，内容是有关社会学的，不是关于法学的，不要弄错了
5、严格司法，这是法院应有的裁判的态度。但是，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法律不能穷尽一切应由其
规范的事由，或者现实的发展使得法律规定变得不合时宜，法院是继续拘泥于法律字面规定的意思还
是变通，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此时就发挥作用了。研究“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是法治应该做的。
本书是好书。
6、大致看完了，当你发现你想在一篇小作业上以最原始的杜尔克姆提出的因果分析原则证明的观点
，已经被人家用一本书以定量模型的方法证明了，然后就觉得完全没有写作业的必要了==
7、一种新方法，非常有趣！
8、Judicial Politics必读，集合了Segal在此领域的所有重要论文，并且写法对一般读者也比较友好。一些
英文书评认为写最高院历史的一章显得多余，不过加进去对于非专家读者来说有参考意义。
9、社会学是否真的是科学
10、法律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与态度模型的分类颇有参考价值，但是纵向上对态度模型的讨论几乎处
于纯粹统计意义上的实证分析而欠深入理论。
11、这是一部对于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进行实证研究的论著。作者提出了态度模型，试图修正理性选择
模型，来进行分析。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与其说是法律判决，不如说是公共政策。作者的
这种社会科学式分析思路，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见。可是，这种研究思路在珍贵的法学界，是极其少
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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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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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