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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共四篇十九章节，内容包括司法改革方向之争、通过监督与制约实现司
法公正、&ldquo;三个至上&rdquo;与法官的政治参与、数字化法院建设与公民知情权、司法对媒体的
事先限制：&ldquo;无用的原则&rdquo;、程序的细节：旁听权的实现机制、地方法院改革的探
索&mdash;&mdash;以河南省法院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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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探索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代序)第一篇 司法改革的方向第一章 司法改革方向之争引言一、司法改革方
向应当重新调整二、调整司法改革方向并非走回头路三、关于司法独立的几点总结第二章 通过监督与
制约实现司法公正一、司法独立与监督关系的三大模式二、法治的司法应当遵循的三大基本原则三、
《三五纲要》对司法三原则都有充分体现四、司法改革应当以制约和监督为重点第三章 “三个至上”
与法官的政治参与一、西方国家对法官政治行为的主要限制二、西方国家法官的政治性三、中国应当
坚持司法的政治性第二篇 法院改革模式第四章 司法应当考虑“群众的感觉”一、“群众的感觉”体
现人道关怀二、那些违背“群众的感觉”的案件三、死刑案件如何体现“人民群众的感觉”第五章 数
字化法院建设与公民知情权一、正当程序理念中的公开审判二、诉讼记录和证据公开的宪法基础三、
公众获得法院电子记录的权利和方式四、法院录音录像公开与上网五、美国经验对中国数字化法院建
设的启示第六章 司法对媒体的事先限制：“无用的原则”一、司法对媒体的事先限制的域外法例二、
“自媒体”时代司法事先限制媒体成了“无用的原则”三、自媒体时代我国司法对媒体的应有立场第
七章 审判公开的限度——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一、为了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关闭法庭二、不公开
审判的衍生规则三、未成年人利益压倒一切吗？
四、未成年人权利与公众知情权的协调第八章 程序的细节：旁听权的实现机制一、旁听权的性质二、
现行旁听证制度应当废除三、可以安排利害关系人和记者优先旁听四、外国记者平等拥有旁听权五、
通过抽签排序方式获取旁听资格第九章 地方法院改革的探索——以河南省法院为例一、法官形象影响
民众法治信心二、死刑“评审团”可以过渡到“陪审团”三、不必苛责河南法院的“张院长新政”第
三篇 检察改革模式第十章 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一、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二、检察官不
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三、检察官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四、余论：检察权改
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第十一章 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一、人民监督员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二、当
前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特点三、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立法设想四、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第十
二章 中国特色的检务公开制度一、检务公开的根据与性质二、检务公开的范围与程序三、检务公开的
中国实践第十三章 检察机关内部双向制约机制一、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的特殊理由二、检察院
内部制约机制的益阳模式三、检察机关内部双向制约机制的局限性附录：益阳市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内
部监督制约若干规定(试行)第十四章 简易程序中检察制度的完善一、检察官对简易程序的程序启动权
二、检察院对起诉案卷的移送三、检察官是否需要出庭公诉四、检察机关的程序变更权第四篇 其他第
十五章 司法潜规则一、管中窥豹：司法潜规则泛滥之现状扫描二、追根溯源：司法潜规则酿成之成因
探究三、标本兼治：司法潜规则消解之对策找寻第十六章 量刑调查制度一、量刑调查制度的国际准备
与域外经验二、量刑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三、我国量刑调查制度的情况和特点四、我国量刑调查制度
的立法化设想第十七章 监所适度开放一、为什么监所应当适度开放二、我国监所开放的现状三、完善
我国监所适度开放制度第十八章 法律执业资格的教育背景与考试要求一、我国法律执业资格取得方式
的立法沿革二、对我国法律执业资格取得条件的检讨三、我国法律执业资格取得方式的改革设想第十
九章 执法与司法中的媒体宣传——以重庆为例引言：重庆新一轮打黑行动何时开始一、媒体与司法关
系的国际准则二、党政机关的司法新闻发布三、警检机关的新闻发布四、法院及法官的新闻发布五、
律师言论的发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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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而在司法机关的自我评价方面，《人民司法》上有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对司法机关的
现状提出了少有的含蓄批评。
文章说：“近年来，人民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努力抓好队伍建
设，奋力夯实基层基础，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感受和评价相比，人民法院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并没有博得相应相等的广泛赞
许。
”评论举例说：大批高学历人才进入法院，但缺少经验辅佐的学理难以应对丰富复杂的司法实践，秀
才办案、机械司法引起了人们对高学历的怀疑；程序正义的普及带来了诉讼证据的完善，逾期举证后
证据失权时，国人一时还难以接受“时间可以改变事实”的规则；慎刑和宽大变成了钱权交易的盾牌
。
众所周知，《人民司法》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机关刊物，每期发在首篇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际上
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语言。
可见，对过去10年司法改革的效果，他们以“没有博得相应相等的广泛赞许”的委婉语言进行了中肯
的评价，告诉我们：10年司法改革的成绩不容否定，过去改革的努力也令人敬佩，但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过去的改革方案值得反思。
而王胜俊本人也对司法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过以下批评：“人民群众希望稳定、希望加大打击犯罪
的力度、希望加强社会管理，我们就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片面强调从严或片
面地主张轻刑化，不能放弃和弱化必要的管理手段。
”这一提法，对于有些贪污贿赂犯罪数额巨大而没有被判处死刑等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做法就是一种
直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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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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