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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权新探》以司法权为红线，以司法改革的理性化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为中心，对相关联的诸
多司法问题，如司法理念、司法体制、法官制度、司法技术，等等，都做了深入的研讨，是近年来该
领域研究的一部力著，受到法律学界、司法界人士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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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竹胜，男，1965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县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法
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公法原理。
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法的价值及其实现》（1998，合著）；《法律的社会分析》
（1999，合著）；《新旧合同法比较与释义》（1999，主编）；《法学论文写作》（2000，主编）；
《司法的裁判与方法：司法判决研究》（2003，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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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司法权的性质与司法改革战略序二  司法改革与司法基础的重建导论  司法改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
建构上篇　司法权的法理分析与理念定位　第一章　司法权的社会基础与性质定位　　第一节  司法
权的界定及其特征　　第二节  社会纠纷的类型与司法权的形态　　第三节  司法权的性质　　第四节  
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比较　第二章　司法权的功能定位　　第一节  司法工具主义功能观剖析
　　第二节  司法功能的现代观　　第三节  现代司法的立法、政治功能　　第四节  司法在法律实施系
统中的定位　　第五节  司法功能状态的实证分析　第三章　司法权的价值定位　　第一节  法价值与
司法权的基本价值　　第二节  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及其实现条件　　第三节  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
制度保障　　第四节  司法价值的冲突和解决　　第五节  司法的效率化中篇　司法权的体制构架与制
度法理　第四章　司法体制的实际构架与应然法理　　第一节  司法体制的概念与构造　　第二节  我
国司法体制的实际构架　　第三节　对于我国司法体制的理性反思　　第四节　对完善我国司法体制
若干建议之评析　第五章　司法权的内体制研究    　　第一节  审判委员会制度评析    　　第二节  法
官管理制度改革刍议　　第三节  审判组织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第四节　司法责任制度的完善　第
六章　司法权的外体制研究　　第一节  党的领导与司法的关系　　第二节  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第三节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　　第四节  司法过程中公、检、法关系的再认识　
第七章　法律职业的法理基础和法官制度的完善　　第一节  法律职业共同体与当代中国的法治事业
　　第二节  两大法系的法官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第三节  我国法官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第八章　我
国司法权变革的社会背景与理性化走向　　第一节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与前提　　第二节  我国
司法改革的性质与特点　　第三节  我国司法改革的资源取向　　第四节  司法改革的实践道路　　第
五节  我国司法的理性化走向下篇　司法的权力技术和组织策略　第九章　司法行为的模式类型研究
　　第一节  三段论式的司法行为理论模式　　第二节  个体化司法行为模式理论及其评析　　第三节  
行政化的司法行为模式　　第四节　理性化司法行为模式的建构　第十章　司法过程的中技术　第十
一章　司法程序与司法构造模式　第十二章　司法的监督机制及其完善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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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司法权的社会基础与性质定位　　如何确定司法权的本质，即司法权的性质定位问题，
乃是司法理论研究中的最根本的理论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便产生出不同的司法本质观、司法价值观与司法功能观，并进而影响到相关
的司法体制改革方略的设计、司法制度的完善方式等问题的解答。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关于司法改革的诸多话题，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对司法权如何定性的问题，如关
于检察权的性质之争、关于侦检一体化方案的讨论、关于检、法关系及其体制等问题的重大争议，实
际上仍根植于对司法权的不同认识；而实践问题的诸多重大改革举措以及实践中产生的难题，如人大
对法院的司法个案监督问题、错案追究制问题、院长检讨责任制问题等，之所以引发广泛的争议并存
在截然对立的观点，也是由于论者从不同的司法本质观出发而引起的。
因此，我们认为，揭示司法的本质，确定合理的司法观，才能使司法改革的所有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有一个合理的理论坐标和基础，并使围绕它而建立或即将构建的各项司法改革措施获得充分的理论支
持。
　　第一节　司法权的界定及其特征　　要了解司法权的本质，首先应弄清楚司法的概念、性质、范
围，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司法权的属性、运作方式以及宏观概貌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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