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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套实践型开放性的学术著作，由上海市三级法院审判经验较为丰富的资深法官编写。
“丛书”素材虽多取自于上海法院审判之实践，研究视野却不囿于上海之一域；目标虽着眼于服务司
法实践、社会公众之需求，研究内容却不局限于实证之分析，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深度和理论研究成
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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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理念方法篇
　上海法院审判职权配置的优化与完善——以机制创新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新成果——江泽民的法治思想初探
　能动司法语境下审判白皮书的理论探究与实践思考——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系列审判白皮书
为例
　审视与探索：要件审判九步法的提出和运用
　论诉讼欺诈的抑制途径
　提高一审服判息诉率的对策研究
　人民法庭就地解决纠纷机制研究——以联动化解纠纷为核心
刑事审判篇
　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状况与政府职能应对——以上海近10年判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证
　“多次盗窃”的立法分析与司法认定
　涉烟犯罪的罪数形态认定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及诉讼对策——以单位人格刑事责任为视角
　论刑事和解及其制度构建——刑事司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领域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关系分析及处理原则
　事实认定的刑事裁量权运作机制之完善——以被告人身份情况的确认错误为研究对象
　纯正身份犯共犯问题研究
　论相对独立模式下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展开
　量刑程序形态的追问与设计
　刑事和解的立法构建——以基层法院审判实践为视角
　在“疑罪”事实认定与“从无”价值选择中寻觅新生——疑罪从无原则的尴尬境遇及合理出路
　浅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律适用
　挪用公款罪疑难问题探析
民事审判篇
　医疗纠纷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民事诉讼证人作证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农村集体耕地租赁的纠纷解析与司法应对——以社会矛盾化解中的利益平衡为例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联合调处机制研究
　农村土地纠纷的化解与规范——以崇明法院民事审判实践为样本
　调解率的功能回归与机制重构——由案件调解后申请执行情况引发的追问、慎思与求解
　法院主导型“诉调对接”机制的价值考量与司法进路——以上海市普陀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之运行
为视角
　证据规则与社会诚信——以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权的定位为视角
　民事审判权缺位的程序性规制——“不予处理”式判决的实证考察和规范化思考
商事审判篇
　知识产权“审合一”中相关问题的探讨
　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司法程序研究
　关于建立我国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思考
　商品形状与注册商标相似构成侵权
　试论多车事故中的保险赔付责任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专家陪审的剞度效用和正当性分析——以金融审判为视角
　⋯⋯
行政审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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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程序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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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判断单位是否尽到了监督责任，不是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责任人员是否亲自到作业现
场或施工现场进行了监督为标准，而应当从单位是否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并且该监督机制是否在
有效地发挥作用来考虑。
换言之，应当从单位的人格特征来考虑单位是否具有监督上的过失责任。
（2）单位成员在业务活动中故意违反单位有关的操作规程或制度规定而过失引起危害结果或者危险
状态，如果该违反单位制度规定的故意是经过单位议事程序上升为单位意志的话，则应追究单位过失
的刑事责任。
因为单位意志表现为对自身规章制度的故意违反，并且过失地造成危害结果或危险状态，从而反映出
单位自身的人格缺陷，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单位成员在业务活动中虽然严格遵守了单位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规定，仍然造成了某种危害结
果或危险状态，则应该追究单位过失的刑事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单位成员严格遵守了自己的岗位职责和操作规程，并且非因其他意外原因，仍然
造成了危害结果或危险状态，则说明单位自身在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此时其
单位人格是不完善的，即此时单位自身具有过失，所以应该追究单位自身过失的刑事责任。
二、单位犯罪被诉主体问题（一）单位犯罪被诉主体如何确定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经被刑事实体法予
以规范，那么，这就意味着单位有权作为被告参加刑事诉讼活动。
但是，对于单位犯罪而言，其又有着与自然人犯罪不同的诸多特点。
尽管单位犯罪的主体因单位具有独立的人格并且实施独立的行为而只包括单位本身，但是在责任承担
方面，单位和单位内部的直接责任人员因其各自在单位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
。
例如立法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负刑事责任的单位成员。
但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定义，法律并没有明确，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正确界定将关系到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承担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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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官论文精选》是法官智库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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