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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制度的发展要求就会凸显.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
迁过程中，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时代特点和现实需求，最能展现整个
变迁过程的趋向和特征.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人治到
法治的转变，司法名副其实地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肩负起从未有过的历史重任。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进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司法工作逐渐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成为牵动社会的一根神经，司法改革问题随之成为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这些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机关围绕着“司法改革”进行了许多理论上的研讨和实务上的探索。
在参考借鉴国外先进司法理念，着手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基于东西方法治发展的巨大差异，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观点、新举措与传统观念、习惯做法之间的交锋，形成了一些人们关注的热
点问题，其中“刑事司法制度”问题特别具有代表性。
西方影视大片中反复出现“陪审团”、“你有权保持沉默”等新鲜的名词，新闻报道中一再提及“辛
普森案”、“克林顿案”，在开拓国人眼界的同时，却也暴露出中西司法制度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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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即便在冲突和矛盾无法予以根本消除的情况下，也应以尽可能地提高其一致性为宗旨，对二
者进行必要的调整。
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
价的某种准则。
”①三、我国刑事侦查目的内容我国刑事侦查目的理论不能落人传统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窠巢”一
一揭露、惩罚、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过分片面追求一方所导致的利弊得失已昭然若揭，英美法系国
家犯了一个错误，大陆法系国家也犯了一个错误。
鉴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实，可将我国侦查机关进行的侦查活动的目的分为三个层次，既有直接目的，
也有间接目的，还有根本目的。
（一）我国刑事侦查直接目的刑事侦查的直接目的是为在正当的侦查程序下，查明案情真相、查证嫌
疑人犯罪嫌疑的有无，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侦查活动不是为了审判做准备，也不是为了提起公诉做准备，而是以在正当的程序下，查明案情真相
、查证嫌疑人犯罪嫌疑的有无，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为目的的程序。
明确刑事侦查直接目的可以使刑事侦查程序避免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在以“审判准备观”为目的时容易使犯罪嫌疑人地位有“客体化”之倾向，此时犯罪嫌疑人仅仅
是侦查机关调查的对象，而非对等的一方当事人；相应地会使其权利保障缺失，在侦查机关强大的侦
讯权力面前完全无力自保。
其次可以避免以“公诉准备观”为目的情况，即具有相当强烈的有罪推定色彩，而对犯罪嫌疑人的人
权保障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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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司法改革制度创新研究》汇编关于刑事司法制度创新方面的论文，如构建刑事悬赏制度、被害
人补偿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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