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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自由裁量对弥补成文法的缺陷。
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何在正视法官裁量权价值的基础上对之予以合理的保障和引导。
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书从法理角度论述了法官裁量权的价值和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现实对构建合理的法官裁量制度做了
深入探讨，并以刑事司法为视角对法官裁量权的具体行使进行研究。
本书对司法实务界人士掌握法官裁量活动的基本规律、树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司法理念以及法
律院校师生深入了解法律适用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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