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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是绪论。
日本刑事诉讼模式经历了多次变迁。
大而言之，日本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有三次：第一次是古代从其固有的诉讼模式向中华法系的律令诉
讼模式的变迁；第二次是近代由律令诉讼模式向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变迁；第三次是现代
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变迁。
日本刑事诉讼发展史可谓跌宕起伏，变动不居。
那么，日本刑事诉讼模式每次变迁的动因是什么？
变迁的过程怎样？
变迁的结果如何？
变迁的规律是什么？
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比较法的重要课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一直处于东方儒家文化圈核心
、在历史上曾经对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有过重大影响、又是一个法制现代化后发的东方国家来说，这
些问题的研究还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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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第8次案。
在第8次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新设了关于目的的规定，相关规定见于其第1条和第2条。
其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在于明确事案的真相，保证刑罚法令的公正适用。
”第2条规定：“刑事程序的参与者必须慎重考虑公共福利和个人的基本人权，努力公平迅速地达成
本法的目的。
”另外，内容较为重要的规定还有，就被告人的羁押，设置了羁押不当延长时的取消羁押制度、法院
认为适当时的职权保释制度等改善措施。
不过，作为其反面，删除了权利保释例外事由中的住所不明和取消保释、训诫、执行停止，而代之以
“如果认为不羁押被告人，很难期待审判的迅速正当时”这一概括性的规定。
第8次案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规定是设置略式程序的规定。
略式程序在临时法制调查会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纲要中被废止了，取代它的是简易法院的“简易程序”
。
而且，在新宪法施行时大多主张略式程序违宪说。
其根据是不能放弃“接受公平法院公开审判的权利”（宪法第37条第1款）和盘问证人权（宪法第37条
第2款）。
另外，最高法院临时刑事委员会也作出了下述决议：略式程序与宪法第37条、第38条、第82条抵触，
因此从5月3日起失效。
与此相对，司法省则采取了合宪说，并于昭和22年6月12日颁发了根据刑事局长命令的通知“关于略式
命令的运用”，积极促进该程序的运用。
另外，团藤重光也支持合宪说。
而且，如前所述，在法院及检察厅内部也存在强烈的略式命令保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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