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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报告》、《关于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的调研报告》
、《丰县法院阳光执行工作机制之探索》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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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司法改革与接近正义司法调研报告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报告海南省农村征
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审理的调研报告关于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的调研报告丰县法院阳光执行工作机制之探
索温州构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当法院调解遭遇“执行难”——来自A县法院的调研报告关于商
事调解制度的调研报告——以晋江市陈埭镇为样本司法实务研讨构建多维立体的民事执行体系——以
仙游县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样本民事类案检察监督初探民事诉讼送达问题及对策研究“法律方法”
理论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运用——以再审抗诉“高维持率”为切入点我国成年人监护社会实践之分析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困境与出路——以职务犯罪审查起诉为视角从“公益”到“公信”——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制度之构建无讼社区论坛协同治理视域下法院的社会管理创新范式——“无讼
社区”建设的内涵与实践价值人民法院在“无讼社区”构建中的定位及作用法治进程中法院的角色定
位通往和谐之路——“无讼社区”的三重解读一个基层法官的“无讼社区”实践事例论“无讼社区”
建设的正当性“无讼”理念的未来发展——以厦门市法院“无讼社区”活动为切入点法治理论纵横珠
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转型升级”工作的探索论民事虚假诉讼的防治论新疆村民自治的法制化建设论
释明权与辩论主义之关系论双语司法的程序保障论判决书权利义务主体的转让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研究
综述诉讼制度改革民事预审理论及相关实践之探索论医疗纠纷诉前调解的程序设计监督纠正侦查违法
行为工作机制初探新刑诉法简易程序若干问题探析——基于检察实践的视角民事诉讼法若干新增程序
之评析司法改革：从理念到实践——评齐树洁教授主编的《民事司法改革研究》英国证据制度英国佐
证制度的发展趋势英国相似事实证据规则之评析英国表面证据规则初探英国最佳证据规则之发展英国
品格证据规则简析英国传闻证据规则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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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卫平等主编的《司法改革论评（第16辑）》讲述的是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改革是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不仅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而且明确提出：必须“推进司法改革
，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这是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执政党首次在正式工作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其意义极其
重大。
我国的司法改革由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5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和民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的
司法改革有条不紊地向纵深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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