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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裁判是一个法律问题，而裁判过程是一种心理过程，所以刑事裁判的运行涉及心理学与法学两个
领域，是法律心理学研究的合适议题。
本文正是以法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
在心理学的视野中，刑事裁判思维仅仅是法官处理刑事案件的一个心理加工通道而已，案件事实与法
律从人口处进去，经过思维通道的加工，最后输出裁决。
所以，研究刑事裁判的关键就是要研究“加工通道”，并考察“事实”与“规范”在加工通道中是否
能够保持原貌。
　　从法律的视野看，法官裁判的任务就是作出裁决，并且保证裁决具有正当性与可预期（客观）性
。
作出裁决的过程在心理学家看来就是法官“发现” 一个案件答案的过程，发现答案的过程如同科学研
究中提出假设的过程，在科学研究中要想让假设成立必须经过验证，同理，要想保证案件的“答案” 
最佳必须经过检测。
依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检测进程就能指引法官尝试性地搜索法律结论，法官正是通过这一回馈性的
检测来确定最佳的答案，并使这一答案具有客观性。
一般认为，裁判的正当性需要经过专门的法律论证才能得以完成，所以，此处的检测不同于法律论证
。
因此，实际的刑事裁判过程是先有“发现”，再对发现进行“检测”，最后对检测的结果进行“证成 
”。
也就是说，法官的裁决、裁决的客观性与裁决的正当性存在三个相应的心理机制：发现、检测与证成
。
弗兰克等现实主义法学家将发现与检测视为问题解决的两个元素，本文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
所以也将发现与检测组合在一起称为问题解决。
　　如果承认思维加工通道主要存在三种心理机制：发现、检测与证成，那么发现与检测相对于证成
而言显然具有基础性意义，或者说问题解决相对于法律论证而言具有基础性意义。
依据Lonegan的问题解决理论，人类在问题解决中所进行的心理运作远比论证来得复杂，而且重构论证
步骤大多需要从问题解决的历程中进行复现，在一定程度上关于问题解决的历程将直接制约着论证步
骤的理性重构，所以Lonegan也认为问题解决是基础。
在法律意义上也是这样，因为“问题解决”是为案件提供答案的，法律论证则是在问题解决的基础上
所进行正当化的阐述，没有答案即没有证成的对象。
因此，刑事裁判思维的基础应当是问题解决。
　　本文正是基于问题解决是裁判思维基础这一立场，对刑事裁判思维的问题解决进行重点研究。
依照刑事裁判的法律逻辑，问题解决的内容主要包含三方面：一是确定被指控的行为是否系被告人所
为；二是定罪；三是量刑。
　　由于裁判思维还包括法律论证。
所以对问题解决还应当进行论证。
　　首先，确定被指控的行为是否系被告人所实施。
此时，法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究竟是行为人（犯罪人）还是无辜（者）。
法官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两个确信程度的实际认知过程：一是法官对被指控者是真正罪犯的确信程度；
二是法官在作出裁判之前所要求的确信程度。
只有前者的确信程度达到后者的要求，法官才能确定被告人是罪犯。
本文依据期望效用理论对惩罚罪犯与保障无辜、放纵罪犯与冤枉无辜进行了效用分析，揭示了法官对
罪犯的确信程度与上述效用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惩罚罪犯与保障无辜之间的内在矛盾难以依靠价
值取舍予以解决。
由于对犯罪人的确定既涉及科学判断又涉及价值取舍，而信号检测理论具有将判断政策分解为科学成
分（正确性）与价值成分（判断标准）分别进行分析的功能，于是，笔者应用该理论对此难题作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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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获得了一些有益启示。
其次，如果犯罪行为是被告人所为，那么法官就要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并在构成基础
上确定罪名。
此时法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构案件事实、寻找可适用的规范、判断事实与规范的符合性。
本文将这三者任务融人到以解释为基础的司法决策模型中，该模型是融合了以规则为基础的模型与心
理模型的主要观点后的产物，能够将“理解”与“决策”进行有效结合。
在该决策模型的理论框架下，笔者再运用认知心理学对案件是如何建构、规范是如何被发现、符合性
是如何判断这三个问题作了解释，最后我们获得以下认识：案件事实建构的基础是法官对证据的“理
解”，其顺利完成依赖法官的认知结构；规范发现的基础是法官已有图式的指示，其顺利完成依赖法
官的启发思维；符合性判断的基础是可选方案与总的证据表征之间的匹配，其顺利完成依赖法官的实
践决策。
　　再次，如果符合犯罪构成，法官还要决定是否需要科处刑罚及科处多重的刑罚。
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大多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所以法官如何为案件提供刑量，并使刑量具有正当性
与可预测性（客观性）就成为裁判的难点。
　　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为解决这一裁判难点提供启示。
笔者对某一基层法院的290份刑事判决书进行统计分析，首先是数据采集，对10种量刑因素（情节 ）
进行客观记录，并将宣告刑转化为刑量等级（这一转化如同分类并非主观赋权）；然后是统计处理，
用等级数据来表征量刑基准，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统计技术）来综合反映量刑情节与量刑之间的数
量化的“因果”（路径与回归 ）关系。
这样，就可获得可比较的“同质”量刑基准以及量刑情节的效力大小，为有多个量刑情节情形下的量
刑活动提供一种思路。
　　虽然定罪与量刑都是裁判思维的内容，但是定罪与量刑所遵循的思维模式应当是不同的。
因为定罪仅仅涉及有罪与无罪或此罪与彼罪的争议，而量刑的争议更多表现数量上的差异，所以定罪
属于“类”间的选择，而量刑则属于“量”的确定。
对于“类”的选择，通过启发（直觉）思维先发现结论，再进行后置的“检测”还是容易获得一致结
论的，所以定罪可以更多地依赖启发思维；可是，如果量刑也依照启发思维，即使进行后置的检测，
由于差异太大，很难在“量”上达成一致，所以为了使量刑也具有客观性，就需要对量刑进行决策前
的分析，即在量刑基准的基础上进行顺向思维，这样才能使每个量刑情节的影响力都纳入理性思维的
视野。
而且，结构方程模型能够为量刑情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量刑情节对量刑的综合影响力提供一定
的数量参照。
这样，就能较好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使量刑的客观性得到一定的保障。
　　尽管问题解决是刑事裁判思维的基础，但是仅仅有问题解决还是不够的，问题解决无法证明自身
是正当的，所以在问题解决后必须进行法律论证。
　　由于法律论证是针对问题解决的，所以法律论证的具体内容就包括对裁判事实、定罪与量刑的证
成。
在心理学看来，法官在思维通道中至少进行了“发现”、“检测”与“证成”等心理运作，其中“发
现”大多依赖启发思维，其中“证成”大多依赖精算思维，所以整个刑事裁判思维是建立在人类精密
思维与直觉思维双重运作基础上的，裁判思维不仅需要逻辑与精算，也需要直觉与启发。
在刑事法律适用的视野中，法律论证是提升启发思维结果理性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结论正当化的有效
说理过程，刑事裁判不仅需要问题解决，也需要法律论证。
因此，只有启发与精算、问题解决与法律论证的协同作用才能顺利完成复杂的裁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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