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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司法裁判权应当独立行使，并且需要监督。
但它却无法摆脱内外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形成了对刑事司法裁判权正常运行的制约机制，包括
其内部与外部本身的监督机制以及外在的诸多因素，如民愤、刑事政策、司法转处、地方保护主义、
专家意见书等对其干涉、渗透、影响与左右。
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作者试图找到一种边界，以保证司法的独立、公正与人道。
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发现刑事司法裁判权独立与受制方面的制度缺陷，进而提出
完善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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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卫红，1965年出生，女，天津人，1986年、198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分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
1989年起在烟台大学法学院任教，2002年调入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2005年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现为该院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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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司法裁判权监督机制构想　　“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
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①权力从本质上具有强制性、支配性、扩张性和任意性的特征。
强制是权力的天然属性，无强制则无权力可言；权力以支配他人为目的，离开被支配的对象，权力便
不复存在；权力还推动其主体不断地强制他人，甚至支配其他权力，它一经产生便始终处于不断扩张
的运动过程中；同时权力的运行本身并无固定的理性规则而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以常常令权力主体
无法驾驭而落入他人之手。
②　　正是基于权力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工具性手段，近代以来，它在被界定的、严格明确的范围内
产生作用，任何权力的独立性显而易见。
另外，权力应当接受规范、完善机制的监督与制约。
为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权力被划分为形式多样、性质迥异的不同类型。
其中具有标榜意义，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在政治学领域得到公认的划分是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
的见解。
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应被划归为三大类，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并且为避免权力间的过分强大
与过分委顿，三大权力间应当彼此分离并相互制约。
三权分立也是现代宪政的理论基础。
　　从逻辑角度论刑事司法裁判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
　　①参见[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2年版，第595页。
　　②参见胡旭晟：《我们为什么需要法治——与民众一道思考》，载《清华法治论徙》第3辑，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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