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细化司法证明中逻辑与经验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精细化司法证明中逻辑与经验基本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6121276

10位ISBN编号：7516121274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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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细化司法证明中逻辑与经验基>>

内容概要

《精细化司法证明中逻辑与经验基本问题研究》中逻辑与经验是司法证明中的两个基本问题，逻辑法
则和经验法则也是司法证明中的两条基本法则。
逻辑本身是逻辑化过程和逻辑结果（法则、规则）的统一，逻辑分别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为司法证
明中的基本问题、具体证明制度和技术提供了逻辑合理性依据以及用于具体解析的逻辑方法。
经验同样意味着经验获得过程和这一过程结果（知识形态经验）的统一。
经验法则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绝不是僵死的，它和法官对案件事实认知的当下经验紧密结合，二者之间
保持着一种动态的调适和平衡关系。
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潜藏于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背后，潜藏于自由裁量过程之中，
潜藏于司法推定技术之中，构成了对这些司法证明基本原则、重要制度与技术的基础支持和限定，为
司法证明的过程和结果提供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双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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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外在判决书的事实认定理由中还有几个推论： 4.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
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被告在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见义勇为的抗辩理由，而是在二
次庭审时方才陈述，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
所以被告的行为很可能不是见义勇为。
 5.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责任人通常会保持高度警觉，类似本案情况中责任人通常不会给付金钱
，即使给付也不会不索取借条；被告在本案中并未保持这种高度警觉，所以被告人很可能撞了原告。
 除1外，上述推论中都有一个法官经验、经验法则和社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法官的这些经验和经验法则在确信度上能有多大的保证。
实际上，这些经验和所谓的经验法则其可信度较低，难以取得法律共同体的认同，更难取得社会公众
的普遍认同。
更关键的是，上述事实推论中人性恶的假设与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诚信、法律行为过程简单化、
便利化的基本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相矛盾。
当法官个人的经验、经验法则和公认的社会政策、道德价值冲突时，许多法官往往依据个人的经验、
经验法则并依据法律规则严格裁判，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虽然意识到但却相对忽视了公认的社会政策
、道德价值，从形式理性法的角度看，这是没有问题的，法官往往也充满了自信。
但普通公众对待这类判决的视角却是不同的，他们更看重的是普遍承认的社会政策、道德价值，在这
种视角的评价体系中，法官的个人的经验、经验法则和公认的社会政策、道德价值冲突时，实际上前
者很难和后者抗衡。
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在证据规则发达的英美法国家，通常会对这种冲突下的选择作出倾向性规定，比如美国《联邦证据规
则》第407条（事后的补救措施）规定：某一事件导致的人身伤害或事务损害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如
果该措施在事件发生之前为之，伤害或损害似乎不可能发生，则有关该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的证
据不能用来证明过失、有责行为、产品（质量）瑕疵、产品设计缺陷或必要警示义务的（欠缺）。
为其他目的，如有争执时证明所有权、控制（管理）权或预防措施的可行性，或为弹劾的目的而提出
有关事后补救措施的证据时，不在此限。
该规则第409条（医药费用和类似费用支出）规定：有关提供或提议或承诺支付因伤害而发生的医药、
住院或类似费用支出的证据被用来证明伤害责任的归属时，没有证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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