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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序论探讨了诚实义务这一刑事辩护的核心问题，在本论中详细分析了侦查、审判、上诉和再
审各阶段的具体辩护技巧，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的辩护技巧。
本书既使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又使用易懂的市井语言；既有条理清晰的讲解式分析，又有对对立观点
的犀利批判；既引用大量的真实案例，又穿插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案件。
这本是刑事辩护理论和实务集大成之作，被列为日本现职刑事辩护律师和未来的辩护律师必读书目，
现职律师会从中获得很多启迪，未来的律师会有体会亲临其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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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东京大学教授松尾浩也先生回顾至今为止日本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时指出，“即使是带有
斗争性的辩护，也不要使用zealousadvocacy（激情的辩护）一词，而应当只使用‘诚实义务’的概念
，因为日本和美国存在差异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确实不可否认，以往讨论的诚实义务理论，往往是围绕与真实义务相对应的消极义务展开的，而缺乏
积极义务的内容。
但是，正如真实义务可以区分为积极的真实义务和消极的真实义务一样，诚实义务也可以区分为积极
的诚实义务和消极的诚实义务。
如果说诚实义务论是主张为被告人竭尽全力，那么这种义务就不是守密义务等消极的诚实义务，而是
一种积极的诚实义务。
积极的诚实义务才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履行积极的诚实义务的辩护”与“激情的辩护”两者的区别只不过是激情（ passion）是否表现在外
部。
我们并不需要“只维护人权，但不为被告人辩护”这种热情洋溢的辩护，人们都清楚地知道为被告人
本人进行的辩护才是刑事辩护，对于这些人来说并不存在没有热情的辩护。
“诚实义务论”是与“激情辩护”联系在一起的。
在日本刑法学会第82次大会（2004年于广岛）的分组会上，确定的论题就是“刑事辩护”。
笔者作为会议发言人之一，在讨论撤销原判是辩护质量最低限的议题时，笔者提出应当把美国
的effectivedefense翻译成“有效的辩护”，当然从词汇的本来意义上看，“辩护”的含义还不够，支撑
“有效的”辩护沦这一积极的诚实义务论，才是今后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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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辩护的技术与伦理》是活跃在日本刑事辩护第一线30多年的著名辩护律师撰写的著作，总结了
刑事辩护的一般规律和技巧，系统阐述了掌握刑事辩护技术的基本方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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