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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表达的学术旨趣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法官裁判活动这一法律问题。
法官裁判是人的现象。
凡是人的现象，都有一定心理活动规律，都可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每一种法律制度、司法政策和每一个法律活动的研究都应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和对决定人的行为
的方式的理解的基础上，法官的裁判活动也不例外。
本书试图对这种信念进行检验，关注法官裁判活动的原理和规律。
    我们当初之所以决定以“裁判的形成”为议题，主要是针对当下法学理论和法官断案实践不断反思
和观察的结果。
长期以来，在我国法学研究中，很多抽象的理论已经被深入研究，像正义、公平、理性、本质、功能
、范畴、权利等问题备受法学界重视，而对司法领域中法官究竟如何断案、影响法官判断和决定的具
体因素，以及裁判的策略和技术等实在的理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虽然近年来，以审判解释为主要议题的法学方法论蓬勃发展，法官断案的裁判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也
已被许多法学家作为一个命题提出，但是许多法学家却认为关于裁判过程的研究属于心理学家研究的
另一种议题，或者因为自身缺乏相关心理学专业知识背景而对法律究竟怎样被适用、法官究竟怎样断
案的真实过程往往难以达成共识。
这直接导致了理论视野的狭隘，以及司法实践真正失去科学理论的支持。
我们的愿望是，试图以自己对裁判活动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通过学术努力，借助心理学的知识把裁判
的形成机制阐述清楚，应用它去改善法官现在或将来的行为表现，以及应用它去促成司法政策的变化
和法律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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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案件事实的建构根据法理学的通说，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构成了任何性质的审理裁判活动
的两大基本内容。
但是，与法律适用问题相比，目前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专门、系统、深入的研
究明显偏少，尤其对案件事实究竟如何形成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
本章以事实问题为主题，拟对事实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作理论探索，以揭示“案件事实如何形成”的
一般理论图景，而在接下去的后两章巾则就法律规范的发现、事实与规范的匹配等问题进行探究。
本章将分四节展开研究。
第一节“概述”，对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分、事实问题的研究成果与缺憾、事实的划分、事实的
建构性等内容进行概括性的总的论述，从而为下文的具体展开奠定基础。
第二节“事实的感知和注意”，从“感知是事实建构的基础”这一心理规律出发，探究法官对证据的
感知和感知中的注意等心理现象，以及揭示影响法官感知和注意的相关心理因素，特别是对影响“事
实建构”的消极因素进行揭示，从而为法官在日常审判实践中的自我监控提供科学根据，指明努力方
向。
第三节“事实的形成”，全面论述案件事实形成中的整个认知和建构历程，重点阐述其中“法官内心
的事实”和“案件事实”这两大类事实，使读者对案件事实的建构可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四节“事实建构的偏离与成因”，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事实建构中的反面现象，即分析事实建构中的
偏离现象，揭示了偏离现象的成因，包括知觉的选择性与取样误差、合理化解释等，从而为司法实践
中经常遇见的“裁判分歧”现象在事实环节提供心理学解释，为提高事实建构的质量、促进裁判的客
观和统一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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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官断案的心理机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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