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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春季卷)》的内容涉及司法行政基础理论、各国司法行政比较研究、司法
行政具体工作对策研究等方面，集中反映了当前司法行政理论研究的最新趋势和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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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公义，1952年生，陕西大荔人。
研究员，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任司法部司法研究室主任、司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司法》杂志社总编辑。
主要从事司法体制改革、司法行政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对律师制度、公证制度、监狱制度、人民调解
制度等有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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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行政法 在分享制衡与分立制衡之间——中世纪威尼斯宪政的历史过渡性特征 学术自由的法学
意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纪检监察信访工作制度建设研究 论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与审查规则——行政
诉权保障的路径及发展趋势 自然资源国家主权的环境法意蕴及其体现 法律史学 中国古代判决的事实
依据——以清代为例兼与法定证据的比较 “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论中国古代的保密思想与法制
传统中国的“法治”概念及其现代性构建 民事法学 论台湾公共工程契约的债务不履行与实务问题—
—兼论大陆合同法之违约责任 诉讼理论与实践 19世纪英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探析 裁判可接受性的“
理想”与“现实”——源于听众理论的启示 反思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揭开侦查讯问功能的面纱——基
于实证角度的分析 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多维透视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沙区模式研究 经济法学 
免费排放权配额补贴构成论 “投资者风险自负原则”研究——以《证券法》第27条为中心 宏观调控决
策权的重新审视 论美国有限责任合伙对合伙人的有限责任的限制 民族法律 试析藏族部落习惯法中的
责任制度 会议综述 司法传统与司法现代化——江苏省法学会法律史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法治中
国的当代使命——第八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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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种情形是当事人作出“遵断”表示在前，官府认定事实在后。
以前述表3案例7夏国俊与曾光远争地案的审判为例，夏国俊在案件审理时坚称曾光远越界占其土地播
种，但在供词结束时称“今蒙恩讯，只求天断，小的情愿具结就是”，后来巴县堂判称夏国俊造假约
强在他人田内生事。
我们看到民事诉讼中这样奇特的现象，即当事人在不知道司法者会对事实如何作出认定之前，就已表
示将要服判。
这表明官府在对事实作出认定时并不依据当事人的承认为前提，因为不管官府怎样认定事实，当事人
都已服判。
 第二种情形是官府作出决定在前，当事人表示服判在后。
清道光六年民妇张马氏在巴县供称： 小妇人将业内煤炭洞口佃于陈占富开挖，后陈占富等与他人在业
内赌博生事，屡有歹人往来。
小妇人恐酿命案，向陈占富退佃不允，小妇人具控。
今蒙审讯，断令小妇人退还陈占富佃钱千文，佃约附卷。
小妇人遵断具结就是。
 这种官府先判、当事人再表示服判的供词在清代的司法档案中随处可见。
很显然，当事人的服判同样不是官府对事实作出认定的前提。
因此，无论是当事人先表示服判，还是后表示服判，都不影响官府判定的作出。
清代民事案件审理中当事人服判的现象表明了官府在审理自理案件时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力，当事人除
了表示服判外别无选择。
因此，将服判解释为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亦须以当事人承认为前提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当事人不管是否承认，都不影响官府依据证据对事实作出认定。
清代的事实认定与前代一样，是以证据为主，这与清代刑事案件认定的证供一致模式有显著区别。
 三、中国古代事实认定模式的特点及成因 中国古代审判中证据与口供的关系，笔者已经作了疏理。
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有两个特点：一是刑事审判的事实认定由以证为主发展到后来的证供一致。
口供与证据在事实认定中通常缺一不可，口供既不能单独认定事实，亦非最重要证据，不能称之为证
据之王。
二是在民事审判中，口供的作用则更微弱，事实认定基本上以证据为主，口供既非不可缺少，更无单
独定案资格。
既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审判中，口供都没有超越其他证据的特殊地位，当代法史学者为何会认为中
国古代审判非常重视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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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春季卷)》由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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