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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程序法哲学》是以刑事程序法中若干基础性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成果。
作者从梳理刑事诉讼的缘起及其本质入手，在确立了程序法与程序优先理论的前提下，着重研究了刑
事司法的基本模式、刑事诉讼的构造要求及其基本原则，强制措施的机理与运行、证据理论与证据规
则、辩护制度与律师功用、侦、控、审关系、审判原则与制度、刑事裁判中的实体与程序等九个刑事
程序法中基础的、核心的理论问题，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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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佑平，1964年生。
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咨
询委员会委员。
1999年获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02年获上海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4年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8年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
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8部，国家教委、司法部统编教材8部，自编教材6部，工具书2部，译著1部。
其中，《刑事诉讼法学(上、下)》获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
在《中国法学》、《法学》、《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等法学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多篇被中田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诉讼法学》、《新华文摘》、《高校
文科学报文摘》转载。
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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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的缘起及其本质一、法律秩序的建立与维系二、权益冲突的产生与类型三、刑事诉讼
的特征与本质第二章 程序法与程序优先理论一、司法公正的双重目标二、双重公正目标之关系辩证三
、程序优先理论的价值四、程序优先理论的功能第三章 刑事诉讼的构造要求一、控辩平等二、控审分
离三、审判中立第四章 刑事司法的基本模式一、古代刑事司法模式二、现代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模式
三、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模式四、刑事司法模式评论第五章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一、无罪推定原则二、
司法审查原则三、程序法定原则四、我国刑事诉讼法原则考察第六章 强制措施的机理与运行一、强制
措施的性质与效用二、保释：嫌疑人的权利三、相应性原则的意义与适用四、中国强制措施理论考察
五、中国强制措施制度完善第七章 证据理论与证据规则一、证据的概念与属性二、刑讯逼供的危害与
防范三、证人拒证权理论与要求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五、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第八章 辩护制度与律师
功用一、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二、辩护制度的历史嬗变三、有效辩护与国际准则的要求四、律师辩护
的优越性五、古代“辩护士”、“讼师”与现代律师六、中国律师辩护与功用实证分析第九章 侦、控
、审关系分析一、模式与选择：中国侦查程序二、侦控一体化理论与我国警检关系三、控审关系研究
第十章 审判原则与制度一、审判中的基本原则二、审级制度考察三、陪审制度的机理与实效分析第十
一章 刑事裁判中的实体与程序一、实体公正的不确定性二、程序公正的确定性三、司法公正实现的要
素四、量刑公正与程序规制第十二章 余论一、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考察二、诉讼期间与诉讼效率三、一
事不再理原则四、司法权威及其建立五、刑事程序法的未来：与实体法比较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程序法哲学>>

章节摘录

我国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法》第340条[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实质变更]第1款规定：“如
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
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将该等事
实告知检察院，该告知之效力等同于提出检举，以便检察院就新事实进行追诉；在正进行之诉讼程序
之判罪上，不得考虑该等事实。
”这说明审判法院的审理范围不得逾越控诉或起诉所划定的标的，法官在庭审中即使发现了检察院未
予指控的新事实，也不能就该新事实进行审判，而只能将新事实告知检察院，由检察院就新事实进行
追诉后，法官才能加以审理、判决。
同法第355条第1款c项还规定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应当指出根据起诉书，或无起诉书时，根据控诉书对
嫌犯归责之犯罪。
这说明审判法院在制作刑事判决书时只能就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作出判决，而不能对检察院未
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判决。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刑事诉讼法对法院的刑事审判对象作出明确规定，有效地约束和限制了刑事审判
权的膨胀与扩张，对保障被告人人权非常有利。
在一些国际法律文书中，控审分离原则也得到体现，如《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规定：任何人都享有
其诉讼案件由独立的、公正的法院公平审理权利。
刑事案件中提出的任何控告是否有依据均应由法院决定之。
欧洲的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包含了“职能分开”的原则：负责进行追诉的司法官（检察官）完全被排除
出审判法院；同时，同一人在同一案件中不得既行使预审职能，又行使审判职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项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
在判定时，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
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无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这里的“无偏无倚的法庭”被认为只能是实现了控审职能分离的公正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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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程序法哲学》是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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