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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诉部门工作期间，每每问及同事、侦查人员﹑法官他们是如何思考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大多类
If“没有人问我，栽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语）。
于是便产生了对司法人员过程（心证过程）进行研究的动议，研究的目的在于可能为规则制定让者已
经制定的规则能够对司法人员不当心证进行有效规制，同时能够培养司法人员像法律人一样思考。
当然由于笔者研究能力和水平的原因，虽然已经花费近两年时间竭尽全力投入其中，想要达到的目的
还是狠可能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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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退回补充侦查对法官心证过程的影响　　对于公诉人来说，由于退补方向、补侦内容是在其
审查全案并对事实、法律问题作出相应判断后主动判定的，因此虽然退补后取得的新证据内容可能会
对其心证过程产生影响，但退回补充侦查这一事件本身一般不会让其对案件“另眼相待”--认为案件
属于疑难、复杂案件。
而对于法官来说，在受案之时，由于起诉书中仅会对案件是否经过补充侦查进行描述，而哪些证据是
侦查机关首次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时就已移送的证据、哪些是补侦后取得的证据无法从起诉书对证
据的描述、证据目录、主要证据复印件中被区分开来，因此实际中，80010的受访法官（12人）在受案
之初就会不自觉地认为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过的案件属于疑难、复杂案件，且在庭审后收到全案卷宗
并对案件进行正式审查时，会主观地认为经过补充侦查取得的材料可信度降低，故在对其进行判断、
采信时持更为慎重的态度。
　　12.庭审对抗阶段对法官心证过程的影响　　作为法官受案后对其心证过程影响最大的环节之一，
在庭审对抗阶段法官将会听取控辩双方的观点并进行判断、斟酌。
调查采访中，除2名受访法官表示较之于庭审对抗期间控辩双方的陈词，书面的证据和辩护意见对其
心证过程影响更大外，超过80%的法官（13人）均认为由于在庭审对抗阶段，法官除能听取控辩双方
的亲口陈词内容外，还能从被告人在辩论时的言词、脸色、呼吸、听聆、目光等方面判断其陈述之真
伪、陈词之可信度高低，因此该阶段对其之后对案件事实、法律的判断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此外，个别交流中，数名法官还提及，在庭审对抗阶段，控辩双方谁的意见论述得更为充分，谁的观
点更具说服力，甚至是谁在发表意见时更善于揣测法官的心思，谁在同行中学识、名声、威望更高，
谁的礼仪、气质更好，谁的口才、谈吐更佳，都将影响到法官对案件事实、法律问题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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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路走来有很多事是难以忘怀，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人我会用一生去感激。
冯亚东教授可以说是我的法学启蒙老师，在职法律硕士三年对我开启思路，指点迷津的耐心和认真，
增加了我修习法律的信心和决心。
    黄维智编著的《心证形成过程实证研究——以刑事诉讼程序为主线》分为五章，内容包括：刑事司
法中心证形成的实证调查分析；心证形成基本模式研究；心证形成过程影响因素研究；心证形成的规
制救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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