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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比人治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稳定性，更加的文明。法治也是现代文明
国家的标志。本书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为主题，分别从法治的内容、要素、
与执政的关系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如何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
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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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人权与司法一般问题研究
第一篇 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一、从人权到诉权的转变
二、从人权法律原则到法律规则的转变
三、从纸上的权利向行动中的权利的转变
四、从信访扩张到依法终结涉法涉诉信访的转变
第二篇 论网络舆论权利的法理基础与性质
一、网络舆论权利的法理基础
二、网络舆论权利的法律渊源
三、网络舆论权利性质的多种评说
四、网络舆论权利的性质与核心内容再认识
第三篇 论人权的司法化
一、人权司法化与现代司法
二、人权司法化的理论基础
三、人权司法化的逻辑进路
四、人权司法化的实现障碍
五、结语
第四篇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警察行政即时强制措施研究
一、警察行政即时强制措施的基础理论
二、我国警察行政即时强制措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三、我国警察行政即时强制措施的完善
四、结语
第五篇 人权与私权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考量
一、知识产权双重属性的发展、丰富与完善
二、当代知识产权实现进程中的困境
三、知识产权二元取向中的平衡考量
第六篇 论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引言
一、老字号的概念
二、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三、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
第七篇 联合国人权公约语境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二、非法证据排除与刑事证明标准
三、非法证据的类型
四、非法方法的认定
五、排除非法证据之法定程序
六、结语
第八篇 传统“抵命”观与命案中的赔偿模式
一、调解与判决的逻辑：当代命案中的赔偿模式
二、表达与实践之间：中国法律传统中的命案赔偿模式
三、作为中国法律传统特征的“通过命案司法的治理”
四、中国现代性与“通过命案司法的治理”的当代可能
第二部分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研究
第一篇 错案追究制应向何处去
一、错案追究制的界定与缘起
二、错案追究制的实践与存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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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错案追究制与国家赔偿追责追偿制的关系
四、错案追究制向国家赔偿追责追偿制的回归
第二篇 论隐私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隐私权的性质与价值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障制度的问题
三、通讯监听中隐私权的保障及司法规制
四、大数据下个人信息中的隐私权的保障与司法规制
五、隐私权宪法救济的司法化
第三篇 社区矫正情势下的缓刑撤销问题研究
一、社区矫正制度与缓刑制度
二、实践中社区矫正情势下的缓刑撤销的现状及困惑
三、完善社区矫正情势下的缓刑撤销的对策——诉讼化程序的构建
结语
第四篇 论法官法律思维与经验判断之互补与趋同
引言
一、现状透析：“陪而不审”“合而不议”履职现状令人堪忧
二、职能定位：以朴素的经验衡平弥补法律和法官思维的局限
三、比较研究：追根溯源变“陪审员”为“参审员”更符合制度理念
四、制度改革：让“外行”和“专家”优势互补共绘法治“中国梦”
结语
第五篇 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的功能与实现路径
一、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的功能定位
二、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作的功能实现
结语
第六篇 论信访司法终结制度的构建
一、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二、司法终局性与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关系
三、涉诉信访制度与司法终局原则的冲突
四、确立司法终局是终结涉诉信访的治本良策
结语
第三部分 人权与司法权理性运行研究
第一篇 论现代科技发展与司法理性提升
一、司法理性及其存在的依据
二、现代科技发展对司法理性的挑战
三、司法理性在现代科技推动下提升
第二篇 “加”功“真”效：减刑假释制度前进的“五化”之路
引言
一、实证与拷问：减刑假释的实证考察
二、减刑假释工作不成熟的原因探析
三、理论检视：域外减刑假释程序的基本构造
四、实践探索：上下求索减刑假释程序完善之道
五、路在何方：“五化”之路的理想模式探寻
六、结语
第三篇 比较与借鉴：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进路补善
引言
一、法官职业保障概述
二、现状与问题：我国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相关规定及评价
三、比较与借鉴：对域外法官保障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四、出路和思考：完善我国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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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第四篇 裁判文书说理机制研究
一、裁判文书说理的激励机制
二、裁判文书说理的训练机制
三、裁判文书说理的倒逼机制
第五篇 和而不同：律师与法官之间
一、他们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
二、彼此尊重弥足珍贵
三、让我们携手走向法治的又一个春天
第六篇 论恶意诉讼的法律识别和规制
一、恶意诉讼：良法的偏离
二、恶意诉讼的法律识别
三、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
第七篇 从“被诉讼”到“司法公信”
一、从“被诉讼”说起
二、审视公众的意识基础与内心期待
三、司法现实——法官与公众的双向困境
四、审判组织的人文发展——从期待到信赖
结着
第四部分人权与治理研究
第一篇 论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治理观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
第二篇 论依法治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一、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检验标准
三、依法治国对领导干部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第三篇 论法治的五维结构
导言
一、公平正义——法治的价值理念之维
二、法律规范——法治的制度构建之维
三、法律行为——法治的社会自治之维
四、自由裁量——法治的权威决断之维
五、正当程序——法治的权力约束之维
结语
第四篇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儒家元素及程序性包容
一、博弈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显微镜与望远镜
二、日常生活反观：国家治理现代化儒家文化维度的切人
三、儒家文化仍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与命运
四、以科学理性透明与严密的法律程序包容整合儒家文化
第五篇 《禁止酷刑公约》在中国的最新进展
引言
一、禁止酷刑的紧迫性
二、近年来中国在反酷刑事业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三、反酷刑的其他制度保障
第六篇 《刑法修正案(九)》彰显的人权价值
一、通过完善罪刑法定原则彰显公正与人权价值
二、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

Page 6



《发展、人权与法治研究——加恰�

三、进一步强化对失信、背信行为的惩治
四、加大了对恐怖和极端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
五、再次减少了适用死刑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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