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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司法心理学手册》探讨了法律心理学中最核心的分支──司法心理学中的有关问题，是一本优
秀的法律心理学书藉。
之所以优秀，首先是它涵盖众多本领域相关问题，让读者了解了司法心理学的边界，看到了心理学在
司法中的价值。
《剑桥司法心理学手册》共涉及了司法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近100个主题，包括理论的、方法的以及实
践上的，有许多在中国的研究者看来是全新的。
在这些研究主题中，包括我们过去所熟知并已有很多研究的，比如暴力罪犯矫治、犯罪心理画像、审
讯心理以及生理心理测试技术等；但更多主题是我们以往并未接触或很少接触的，比如成人育儿能力
的评估、层面理论研究、治疗性法学以及民事司法心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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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治疗性法学的发展与意义 1987年，韦克斯勒（Wexler）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举办的
一场关于法律与精神卫生的研讨会上，准备了一篇论文，文中首次提出了治疗性法学这一概念[韦克斯
勒（Wexler），2008a]。
治疗性法学源自于精神卫生法，且韦克斯勒（wexler）和文尼（Winick）[韦克斯勒（Weber），1990；
韦克斯勒（Wexler），文尼（Winick），1991]在其早期工作中就指出，虽然精神卫生法旨在确保那些
有精神问题的个体获得适宜的治疗以提高他们的福利，但是，在精神卫生法及其程序以及司法人员的
行为中却常常是出现反治疗性的结果。
他们早期工作的关注点在于研究精神卫生法、其程序及其法律工作者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治疗性结果[
韦克斯勒（Wexler），文尼（Winick），1991]。
 不过他们很快意识到治疗性法学也与其他很多领域相关——包括刑法、家事法、合同法、侵权行为、
工伤赔偿、儿童福利法、行政法、遗嘱及房产规划等——而且可能是所有法律领域[韦克斯勒（Wexler
），文尼（Winick），1996]。
尽管治疗性价值可能与商法、复杂的商业合同、庞大而复杂的法人实体相关甚微，但由于公司会参与
法律活动，所以公司及相应的诉讼程序都会对工作于其中的个体产生影响『马丁（Matin），2006]。
然而，治疗性法学在商法中的应用仍存在很多有待研究的领域，不过新的治疗性法学应用领域也在不
断涌现。
近期的研究在探讨治疗性法学与死因裁判法（coronial law）及其实践的关系[弗里科尔顿（FreckeIton）
，2007；金（King），2003，2008b]，上诉法庭的判决对下级法庭法官的影响[金（King），2008a]，行
政法庭的工作[图希（Toohey），2006]以及土著问题（Indigenous issues）[奥蒂（Auty），2006；莱利
（Riley），2007]。
 治疗性法学被认为是一种更为综合、更为人道、更具治疗性的方法取向，是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最佳
途径之一[戴科夫（Daicoff），2000]。
这一整体取向可指戴科夫（Daicoff）提出的“综合性的法学运动”，也可指澳大利亚的弗赖贝格
（Freiberg）提出的“非对抗性的司法”[弗赖贝格（Freiber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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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剑桥司法心理学手册》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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