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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理论、立法、实践三个维度对刑事裁判共识问题展开探讨。
在理论维度，本书对共识的内涵与分类进行分析，在对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共识理论及其共性方面进
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共识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分析刑事裁判与诉讼主体、社会公众的意见之间的冲突现象及其所引发的直接问题与衍生问题的基
础上，对将共识理论引入刑事裁判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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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海青
女，山东省青岛市人，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8年、2002年、2006年分别在青岛大学、湘潭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6年至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期满出站。
已出版著作《刑事诉讼程序设置研究》、《刑事裁判权研究》、《诉讼证明标准研究》、《诉讼程序
制度：前沿专论》、《刑事裁判共识论》等5部。
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比较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院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余项。
主编、参编著作、教材等10余部。
获得中国法学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颁发的科研奖励近10项。
兼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比较法学研究会理事，青岛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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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刑事裁判共识的基本原理。
研究刑事裁判共识的思想渊源，包括真善美思想、中庸思想与和谐思想。
研究刑事裁判共识的哲学与方法论依据，包括主体间性哲学与博弈论。
研究刑事裁判共识与传统价值理论的关系，特别是二者之间冲突的协调问题。
研究刑事裁判共识的价值与重视不同意见的必要性。
 5.刑事裁判共识的法律制度体系。
刑事裁判共识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诉讼主体共识制度与社会共识制度。
在诉讼主体共识制度方面，主要对对抗制度、合作制度、合议庭评议表决制度、复审制度等进行对策
性研究。
在社会共识制度方面，主要是参照国外陪审制度、恢复性司法制度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完善
我国的陪审制度、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
此外，鉴于我国民意与刑事裁判冲突的现状以及冲突调和的必要性考虑，笔者还主张创设一种社会共
识程序制度——民意表达程序。
 6.我国刑事裁判共识的实践探索与规范化设想。
主要研究我国立法尚未规定，法院已展开的有关刑事裁判共识的实践探索，包括判前评断与判后答疑
、法院引入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专家论证意见书现象、人大个案监督现象等，对其实践效果进行考
察，并进行利弊分析，提出规范化设想。
 四、研究方法 本书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1.博弈论的研究方法。
博弈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目前也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
”这样，凡是涉及人群互动就有博弈。
刑事裁判也是一个诉讼各方权力权利博弈的过程，因而在研究裁判权问题时，也可以运用博弈论的方
法。
运用博弈论的目的就在于找寻参与各方行动或策略的最优组合，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状态
”。
在刑事裁判权的研究中引入博弈论方法，也就是为寻找这种“均衡”裁判，以真正消灭利益争端，维
系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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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法院作为专门的社会矛盾处理机关在重建共识方面被寄予厚望，而法院的
刑事裁判关乎公民基本权利的予夺，更加引人注目。
近年来有关刑事案件的申诉、信访以及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屡见不鲜等事实表明，诉讼主体与社会对
刑事裁判的认同度还有待提高，共识远未形成，而这直接影响到刑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乃至社会的
和谐稳定，因而亟须进行专门研究。
《刑事裁判共识论》就是这样一部应和时代需求的学术著作。
　　——王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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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裁判共识论》中海青博士采用了体系化的制度建构视角，在诉讼主体共识制度与社会共识制度
两个层面上建构刑事裁判共识实现的制度体系，从而突破了单一制度建构视角的桎梏，试图努力在使
各项关联制度功能协调的基础上实现整个制度体系的效益最大化。
这种视角也是值得称赞与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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