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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青文库：侦审关系研究》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通过透视决定诉讼构造的权力因素，解析中
国问题的核心，指出侦审关系在刑事诉讼运行中的中轴地位，解读审判中心主义模式下侦审关系建构
的决定性因素，发现侦审关系运行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
本文提出的侦审关系理论对现有的刑事诉讼构造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用动态立体的视角检视了刑事
诉讼构造以及刑事诉讼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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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金玲，女，1969年出生，河北邯郸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
曾主编《刑事辩护实务操作指南》，在《政法论坛》、《中国刑事法杂志》、《河北法学》等核心期
刊上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加撰写论著数部，参与过国家社科基金、公安部、司法部、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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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网络媒体的发展正在日益解构着我们传统社会格局，对于政府治理观念也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
。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生活中，侦查机关享有极高的权威，但这一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命令的
基础之上，而不是说服的基础之上的。
这虽然能够充分保障执法活动、侦查活动的需要，有利于犯罪控制目的的实现，但随着公民权利意识
的觉醒，侦查机关的执法权威也逐步受到了挑战。
网络媒体将所有以往社会生活中可以暗箱经营的活动公开化了，将人们专注于结果的思维方式引向对
过程的关注。
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依靠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只能进一步
恶化官民之间的关系，因违法侦查或者因执法活动的偏差而引发的民怨、民愤正日益积累。
这一倾向在刚刚尘埃落定的杨佳案中较为充分地显现，当公众忽视自己热衷的实体正义，而去关注审
判杨佳案件的程序正义时，这种反常发生在中国公众身上充分说明公众对杨佳行为的不当暖昧。
如果继续依靠突出警察的职权地位来维护执法权威势必引发人权问题，甚至引发深层次的政治危机。
而司法审查在制约行政权的同时又为行政权的行使提供着合法性支持。
令状是侦查人员的护身符，在已获取令状授权的情形下，侦查人员在举证责任上和民事赔偿责任上受
到了令状制度的保护。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刑事侦查中，警察虽然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一旦产生警察侵权事件，法律
对于如何确定警察责任问题并不明确，一般的法律责任的缺失可能由具有更广义上的政治责任来弥补
，这事实上加大了警察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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