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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重大项目）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
析基础上编制，从2014年起每年一卷，是显示全国各地司法文明程度的一种量化评估工具。它将对法
治中国建设发挥促进作用，有利于各级政策制定者、公安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辨别各
地司法文明发展的强项和弱项，并可为学者、学生、商业投资者、移居者乃至短期旅游者和各界人士
深入了解全国各地司法文明的状况提供比较全面的基础性数据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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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国际诉讼法协会会员，国际证据科学协会副主席。
张中，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证据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吴洪淇，男，1982年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兰州理工大学法学学士(200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硕
士(2007)、证据法学博士(2010)，美国西北大学访问学者(2009),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
授。2010-2013年曾在厦大法学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证据法、法律职业和刑事司法制度。

Page 3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5》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司法文明指数概论
一、司法文明
二、司法文明指数
（一）主要特点
（二）主要功能
三、司法文明指数与法治指数的关系
（一）司法文明指数与国内法治指数的关系
（二）司法文明指数与世界法治指数的关系
第二章 司法文明指数设置
一、司法文明指标体系
二、司法文明的4个领域
（一）司法制度
（二）司法运作
（三）司法主体
（四）司法文化
三、司法文明指数的10个维度（一级指标）
（一）司法权力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
（三）民事司法程序
（四）刑事司法程序
（五）行政司法程序
（六）证据制度
（七）司法腐败遏制
（八）法律职业化
（九）司法公开与司法公信力
（十）司法文化
四、司法文明指数的36个命题（二级指标）
指标1 司法权力
1.1 司法权力依法行使
1.2 司法权力独立行使
1.3 司法权力公正行使
1.4 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
指标2 当事人诉讼权利
2.1 当事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2.2 当事人享有获得辩护、代理的权利
2.3 当事人享有证据权利
2.4 当事人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
指标3 民事司法程序
3.1 民事起诉得到及时受理
3.2 民事审判符合公正要求
3.3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自愿、合法
3.4 民事诉讼裁判得到有效执行
指标4 刑事司法程序
4.1 侦查措施及时合法
4.2 审查起诉公正有效
4.3 刑事审判公正及时有效
指标5 行政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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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行政起诉得到及时受理
5.2 行政审判符合公正要求
5.3 行政诉讼裁判得到有效执行
指标6 证据制度
6.1 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
6.2 证据依法得到采纳与排除
6.3 证明过程得到合理规范
指标7 司法腐败遏制
7.1 警察远离腐败
7.2 检察官远离腐败
7.3 法官远离腐败
指标8 法律职业化
8.1 法律职业人员获得职业培训
8.2 法律职业人员遵守职业伦理规范
8.3 法律职业人员享有职业保障
指标9 司法公开与司法公信力
9.1 司法权力主体受到信任与认同
9.2 司法活动的过程依法公开
9.3 司法活动的过程受到信任与认同
9.4 司法活动的结果依法公开
9.5 司法活动的结果受到信任与认同
指标10 司法文化
10.1 公众参与司法的意识及程度
10.2 公众诉诸司法的意识及程度
10.3 公众接受司法裁判的意识及程度
10.4 公众接受现代刑罚理念的意识及程度
五、司法文明指数的74个问题和95个变量
第三章 司法文明指数项目
一、项目概述
二、2014年项目实施步骤和方法回顾
（一）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开发
（二）指数变量和调查问卷编制
（三）实地问卷调查与回收
三、中国司法文明指数2015年评估方法
（一）问卷调查方法
（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三）客观指标及其计算
第四章 司法文明指数数据报告
第一节 20个省市得分排名分析
第二节 指标得分排名分析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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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4指数研究了8个省区，2015研究20个省区，是否2016就铺开到全国32个省市区了呢？期待2016版
本。
2、中国司法文明指数China Justice Index，作为法治建设的一种量化评估工具，不知道是否属于法大这
帮人的先创、独创？作为一种全新的司法研究方法，还是值得认真阅读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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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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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5》的笔记-第3页

        三、司法文明指数与法治指数的关系

2、《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5》的笔记-第40页

        20个省市得分排名分析

2015年平均分：64.5��
排名�地区�得分
1�上海�66.6 
2�浙江�65.8 
3�宁夏�65.6 
4�内蒙古�65.4 
5�福建�65.3 
6�云南�65.1 
7�江苏�65.0 
8�安徽�64.9 
9�四川�64.8 
10�吉林�64.8 
11�山东�64.7 
12�山西�64.3 
13�北京�64.3 
14�广东�64.2 
15�重庆�63.8 
16�海南�63.7 
17�青海�63.5 
18�湖北�63.4 
19�贵州�63.0 
20�黑龙江�62.8 
12.湖北省（18/20）

3、《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5》的笔记-第5页

        

4、《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5》的笔记-第30页

        五、司法文明指数的74个问题和95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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