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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转型运动的强势推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社会分层结构、意识形态等巨大变革，转型社会的司
法必将回应社会需求。
本书从司法权本质及其运行原理等基础理论展开，分析转型期中国司法调整的成功与失败并提出了符
合转型社会现实的司法方法、制度设计和技术保障，较为详细地研究转型社会司法与道德各种问题，
这其中不乏对相关问题深入的分析、细致的论证和务实的见解，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和理论前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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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剑鸣，男，汉族，1962年7月生，四川武胜县人。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立案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先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经济学硕士、上海华东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现为四川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
究生。
主持国家社科项目1项、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1项、省部级社科项目3项；参与国家社科项目1
项。
已出版著作共3部，于核心期刊发表法学文章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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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转型社会司法的基础理论第一章 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与策略二、司法改革必须直面的现实(五)中
国社会中社会资源配置与司法中国现行的司法机构是按照行政区划而设立，同时也是按照行政区划的
级别不同而设立不同级别的司法机构。
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经费开支等直接由当地同级行政机构供给，司法职位的任免在相当程度上也取
决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故而形成了社会资源保障的外生性、地方性。
而且，这种保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财政收入、人才储备及其司法机构与同级权力机构的协调(
机构问领导的开明程度、沟通理解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形成了司法资源保障的非稳定性。
这种保障资源基本上来自于司法体制之外的本地且不具有恒定性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期还可能存在
。
因此，在司法改革的宏观考虑中绝不能回避这一现实矛盾a诸如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独立司法保障体制
的设想也就操之过急。
现实中不妨在改善与地方同级权力机构的关系、建立相应协调制约规制等方面做出努力，以充分利用
现有制度资源。
(六)中国社会中社会治理对司法的特别“依靠”与司法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
、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面的覆盖和过程的制约有所消减。
因此，社会治理的重心必然转移到权威力量上。
司法权作为人们所信服的权威力量被当做特别的“依靠”。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所有制结构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上升，相对而言公共财产的份额减少，国
家用于社会治理所需的经济资源相应减少，国家与社会成员进行交换并促使其服从国家意志的经济条
件也就减弱，司法的作用也就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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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转型社会的司法:方法、制度与技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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