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司法制度专题 

 

一、课程编码： 

课内学时： 32    学分：   2    

二、适用学科专业： 法学各专业 

三、先修课程：无 

四、教学目标 

司法制度是法治的核心环节，通过本课程的研学，使研究生系统了解中外司法制

度的原理，讨论司法改革的现实与未来，研究探讨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制度，提升

研究生的比较分析和研究能力。 

五、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讨论、案例分析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 导论                                                    3学时 

1．1 问题与方法 

1． 2 对学科的认识 

2．纠纷解决                                                 3学时 

        2．1 基本原理 

2．2 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3．司法与司法权                                              3学时 

3.1 司法的功能 

3.2 司法权的基本理论 

4. 司法过程                                                  3学时 

4. 1 司法的产生 

4. 2 司法过程的性质 

5. 通过司法实现正义：司法公正                                3 学时 

5.1 司法效率 

5.2 司法独立 

6. 司法改革                                                   3 学时 

7．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                                        3学时 

7.1  司法运作的成本与时间 

7.2  司法的利用 

8. 司法制度：理论前沿                                        12学时 

8．1 司法制度概述 

8．2 审判制度 

8．3 检察制度 

8．4 侦查制度 

8．5 监狱制度 

8．6 劳动教养制度 

8．7 律师制度 

8．8 公证制度 

8．9 人民调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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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仲裁制度 

8．11 法律援助制度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以提交研究论文进行成绩评定。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1．费孝通：《乡 8 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2．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 

3．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4．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5．徐昕：《论私力救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6．[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 

7．[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8．[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9．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 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07 年。 

10．[意]克拉马德雷：《程序与民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11．[意]贝卡利亚：《论犯罪和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 

1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1999 年。 

13．[美]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4．[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5．[美]大卫•弗里德曼(2004)：《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杨欣欣译，法律出版社。 

16．[美]达玛什卡：《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7．[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18．[美]杜赞奇(199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9.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 

九、大纲撰写人：徐昕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9%83%91%E6%B0%B8%E6%B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