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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司法要发挥安固人民权利的功能，显著地依赖于它的确定性。
然而，司法认知具有的或然性特征与司法裁决本身所要求的稳定性、连贯性在实践中形成了尖锐的矛
盾。
那么，如何能够消解或抑制这一对立性呢？
本书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正是现实、生动、鲜活的司法活动本身蕴含着调和这一矛盾的契机。
从法的实践出发，以新的视角去解读“刑事判例机制”的微观机理；以历史长河中的“碎片积淀”去
触摸司法在不同宏观样态下的同一基石（法的安定性）；以司法科学的规律性来“捕捉”今日司法建
设亟需之制度理性。
这就是本书的内在理路和意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判例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邓修明，先后就读四川教育学院英语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四川大学法学院，获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
现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
刑法学会副会长：兼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人民司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判例机制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研究的背景、方法、价值与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二、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情况　三、研究的方
法　四、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第一章 “刑事判例”界说：作为静态研究的对象　一、刑事判例的概念　
二、刑事判例与其他概念的区分　　（一）判例与先例　　（二）判例与案例　　（三）判例与判决
　三、刑事判例的两个理想类型：从“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出发　　（一）判例法体制下的刑事判
例　　（二）成文法体制下的刑事判例第二章 刑事判例机制原理：动态的研究范式　一、刑事判例机
制的定义　二、“前判”在司法活动中的“日常意义”　　（一）“前判”示范意义的基础：法官的
工作模式　　（二）法官的观念形态中“前判”的“示范”意义　　（三）法官的实际工作中“前判
”的“示范”意义　　（四）角色冲突：“前判”约束力的意义分殊　　（五）小结：法的安定性与
“前判”的约束力　三、刑事判例机制的本体意义　　（一）对法安定性的维护　　（二）普遍性法
律规范与具体事实境况的链接　　（三）统合司法经验、消解经验多样性　　（四）小结：刑事判例
机制本体意义的实践　四、刑事判例机制的结构　　（一）刑事判例机制的生发系统　　（二）刑事
判例机制的社会传导系统　　（三）刑事判例机制的运行保障系统　五、刑事判例机制的功能　　（
一）刑事判例机制的直接功能　　（二）刑事判例机制的延伸功能第三章 司法的宏观样态与微观机理
：刑事判例机制的历史解读　一、判例法体制与刑事判例机制　　（一）判例效力的流变：英格兰司
法史的一个微观视角　　（二）司法的“立法”化：一个英格兰国家治理的宏观视角　　（三）刑事
判例机制背后的法治思想　　（四）小结　二、成文法刑事判例机制的内生性：以“立法理性”为中
心　　（一）成文法判例机制形成的思想基础：法的绝对观念　　（二）法的逻辑性形式理性　　（
三）司法机制的科层式　三、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刑事判例机制　　（一）在“礼”、“法”冲突、融
合背景下的刑事判例机制　　（二）在“守文定罪”司法原则下的刑事判例机制　　（三）对元代“
断例”性质的分析：判例法抑或成文法　　（四）中国古代判例机制背后的人治思想　　（五）中国
当代判例意识的觉醒第四章 中国刑事判例机制的建构　一、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刑事判例机制　　（一
）法治视野中刑事司法的确定性　　（二）司法公正与刑事司法的确定性　　（三）刑事司法确定性
的实现路径　二、中国刑事司法运行现状分析　　（一）司法独立的困惑：外部干扰与司法内生制衡
机制的缺失　　（二）司法公正的困境：民众“刑罚意识”与司法理性　　（三）司法公信的危机：
刑事自由裁判权的受制与保障　　（四）司法能力的欠缺：法官素质与司法的现代化　　（五）司法
效率的滞延：刑事司法的运行方式与“迟到的”公正　三、刑事判例机制与我国的刑罚裁量模式　　
（一）我国现有刑罚裁量模式分析　　（二）中国特色刑罚裁量模式的路径选择　　（三）以刑事判
例机制为基础建立中国特色的量刑模式　四、刑事判例机制与我国司法解释模式的转换　　（一）我
国刑事司法解释的模式　　（二）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模式的成因　　（三）模式重塑：刑事判例机制
统合法官对法律的解释　五、刑事判例机制的现实基础　　（一）历史的底蕴：中国具有悠久的判例
传统和意识　　（二）当代的机遇：民主政治、法治建设、市场经济的方兴未艾　　（三）坚实的基
础：中国当代判例机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四）法官质素的提高：法律共同体的逐渐形成　　（
五）现代的司法装备：判例机制高效运行的科技条件　六、中国当代刑事判例机制的建构　　（一）
刑事判例机制生发系统　　（二）刑事判例机制社会传导系统　　（三）刑事判例机制运行保障系统
　　（四）相关配套改革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判例机制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刑事判例”界说：作为静态研究的对象二、刑事判例与其他概念的区分正如利益法学奠基人
赫克所说的“概念的核心、距离最近的词义、概念的延伸使我们逐渐认识了陌生的词。
它好比黑暗中被月晕围绕的月亮”。
而齐佩利乌斯更喜欢用“意思活动余地”来代替“概念晕”。
恩吉斯则说，“由于赫克，人们能在不确定的概念中区分出概念核和概念晕。
只要我们弄明白概念的内容和范围，我们就与概念核相干了。
出现疑惑的地方，概念晕就开拨了。
在没有月光的午夜十二点，没有亮光的大地笼罩着黑暗，这是清楚的，疑问如曙暮时分”。
为进一步明确“刑事判例”这个概念的内涵，借助于赫克关于“概念核”与“概念晕”的描述，我们
将进一步廓清刑事判例和一些相近概念的界限。
(一)判例与先例先例在判例法体制下有三种含义：一是审判程序的惯例(courtprecedents)；二是财产转
让惯例(convincingprecedents)；三是司法判例(judicialprecedents)，即在后来的案件中作为法律渊源的先
前的司法判决。
这些判决被认为包含了一个原则，即在后来的有着相同的或非常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案件中，这个原则
可被看作是规定性或限制性的原则，它至少可以影响法院对该案的判决，甚至就是在遵循先例原则指
导下决定案件。
在第三种含义上的先例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通法判例。
(二)判例与案例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中，案例是更为流行的法律术语，以致有相当一部分人将
案例与判例混同使用。
从文义上看，案例与判例各有侧重。
对此，沈宗灵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从字面上讲，判例比案例更为确切。
判例一词表示以某一判决作为处理同类案件的前例。
对于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来说，人们注意的不仅是案件事实，而是法院的具有典型性的判决，包括作
出判决者对案件事实如何陈述和分析，如何在这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进行推理，提出什么论据，
最终作出什么判决，等等。
只有这样的判例才能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价值，甚至作为前例。
”陈兴良教授认为，案例是某一案件的案情(包括诉讼请求、相关答辩、法院查明的事实情况)和证据
等材料的总称；判例则是法院根据案情和证据对某一具体案件所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这一判决或者
裁定为以后审理类似案件确立了可资参考、借鉴甚至遵循的某项法律原则。
比较而言，案例重在对案情的陈述，而判例则主要是对案情的法律评判(判决的理由和判决的解释)。
与此相应，通常的案例分析和判例研究同样不可等同。
赵秉志教授认为，案例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解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法律的意见。
在刑事案例分析中，案例分析往往涉及应当如何对事实进行认定，如何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
及应当如何依法正确适用各种刑罚等问题。
而判例研究，则是指对于法院判决及其理由进行分析和评价。
案件分析是以案件事实为对象，分析如何对其适用法律；判例研究则是以法官裁判为对象，评价判决
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尽管如此，判例与案例仍然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一方面，“判例”这一称谓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司法权
联系在一起，它所包括的不再是一般性的法律运用，而是包含了法官的法律适用、评价行为、命令形
成行为乃至法官在适用法律中的惯习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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