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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刑事诉讼模式，受政治权力结构、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时代思潮、刑事政策等在
内的多重因素制约。
本书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入手，以文化的共性和相异性、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协调、国
际法优先原则、宪法修改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等为视角，厘清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选择何种模式。
本书秉持的观点有：第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缺陷不仅表现为价值单一化，而且还表现为缺失形式理
性化，即法律本身缺乏体系性和权威性。
因此，刑事诉讼模式实质意义上的转型要求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否则，这种改革很有可能失败。
第二，改革应当遵循有限理性的思路和渐进的方式，妥善处理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主
张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应当考虑本土的情况，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诉求。
第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是“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混合，而改革应当摒弃强职权因
素，建立以职权主义为基调，适当吸收当事人主义内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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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第一章　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　　第一节　古罗马刑事诉讼　　对欧陆有关法
律起源的探讨，不可能离开古罗马。
在古罗马时期，简单商品经济的发达带动了私法和公法的相对成熟，古罗马固有习惯法的汇编《十二
铜表法》成为“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渊源”。
古罗马的刑事诉讼制度，作为罗马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样兼具了罗马法内容完备、影响深远的
特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古罗马历经王政时期、共和时期以及帝政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刑事诉讼制
度也在不断发展、变革，经历了弹劾式诉讼确立、完善并最终转化为纠问式诉讼模式的过程。
毫无疑义，占罗马诉讼制度对于弹劾式诉讼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一、私犯之诉　　在古罗马，对个人所犯罪行和对社会、国家所犯罪行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
除了几种直接针对城邦或亵渎神的行为被作为“公犯”或“犯罪”而加以处理以外，其他行为均被视
为对受害人个人的侵害，即私犯，来予以解决。
与之相适应，国家或城邦在早期通过法院或类似机构对这些“私人纠纷”进行干涉，也很少是出于国
家或城邦受到了损害的观念，“它所采用的程序，主要是模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作的一系列的行为，
即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争执，但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的争执提交和解。
高级官吏谨慎地效仿着临时被召唤来的一个私人公断者的态度。
”因此，只要是私人之间的纠纷或冲突，而不论这种纠纷或冲突的程度如何，都适用同一种诉讼形式
。
这一点，在古罗马时期的“私犯之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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