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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刑事诉讼法于2004年进行了重大修改。
这次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使传统的刑事裁判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2004年的改革引进了“裁判员制度”、“审理前整理程序制度”，并修改了“检察审查会制度”，给
日本的刑事裁判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此外还新创设了犯罪被害人参加刑事程序的制度。
特别是裁判员制度从2009年5月21日开始施行以来，日本的刑事裁判的环境焕然一新。
这些改革是时代要求刑事裁判需要不断完善和迅速进行的产物，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扩充
当事人或者市民参加刑事程序的内容。
这种改革不仅改变了刑事裁判的具体程序形态，而且意味着有关刑事裁判的基本观念发生了变化。
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日本刑事裁判制度中的最高价值是实现“正确的裁判”，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承
担实现这一价值的任务的，当然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法律专业人员。
至少在制度层面上人们没有认识到，刑事裁判必须获得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在内的“国民的理解和接
受”这一问题。
但是，刑事裁判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刑事裁判并不仅仅是法律专家所认为的正确裁判
，而应当是从市民的角度看它是能够被理解和认可的裁判。
扩大当事人和市民参加刑事裁判的内容这项改革，其主要的目标就是使国民能够理解和接受刑事裁判
。
当然，以前积累的某些法律理论和判例并不能直接引起这种变革。
许多传统的侦查法和证据法还将继续维持和适用。
不过，上述有关诉讼的根本性哲学理念的变革，将会对侦查法和证据法的各论问题不断地产生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04年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可能是形成日本的新型刑事裁判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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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刑事诉讼法于2004年进行了重大修改。
这次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变革使传统的刑事裁判制度发生7根本性变革。
2004年的改革引进了“裁判员制度”、  “审理前整理程序制度”，并修改了“检察审查会制度”，给
日本的刑事裁判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此外还新创设了犯罪被害人参加刑事程序的制度。
    本书《弄事诉讼法》(第五版)是在2006年出版的，书中详细地叙述了2004年采纳的各种新制度，同时
还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日本2004年大规模立法的背景。
此外还增加了本书初版以后出现的许多重要的判例和学说。
本书在日本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许多读者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书中也进行了解答。
    本书第一版曾于2000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也被谗多读者引用，对此我感到无上荣幸。
与第一版相比，第五版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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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口守一，1944年生于Et本岐阜县。
196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在爱知学院大学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5年在早稻
田大学任教授至今。
从1990年开始十余年担任El本司法考试委员会委员(刑事诉讼法)，是现在E1本刑事诉讼法学界具有影
响力的刑事诉讼法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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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的历史    　(一)对西洋法的继承    　(二)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发展    三、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  第二
节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一、概述    二、实体的真实主义与人权保障   　 (一)实体的真实主义    　(二)人
权的保障    　(三)正当程序    三、刑事案件的解决    四、迅速裁判　　⋯⋯第二章　侦查第三章　分诉
第四章　审判第五章　证据第六章　裁判第七章　救济程序第八章　裁判的执行附录：2010年《刑事
诉讼法》关于公诉时效的修改太语索引判例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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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应当加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③认为当事人主义是当事人处分权主义，即应当承认当事人的处
分权；④也有人认为当事人主义是所谓的“真正的当事人主义”，即正当程序本身就是保护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权利。
其中人们对①和②的当事人主义内容没有异议（不过，在程度上还是有差异的）。
第一个问题是，当事人主义与正当程序之间的关系。
松尾浩也教授把充分保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本身称为当事人主义（松尾（上）第14页）。
但是，根据这种观点，刑事诉讼法的当事人主义意味着保障人权就是强化正当程序，因而当事人主义
似乎就变成了侦查机关和追诉机关遵守正当程序的问题。
强化保障人权是当事人主义的前提，但毕竟强化保障人权与当事人主义自身还是有区别的。
笔者认为，当事人主义的核心是当事人追行主义，充实当事人的程序追行权才是问题所在。
第二个问题，是否应当采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处分权主义，对此存在争议。
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承认当事人对程序推进具有主导权的诉讼构造下，当事人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自我决定诉讼推进的结果和形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分别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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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从1996年第一版出版以来，在日本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成为日本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学必读教
材和最受学生欢迎的教科书。
2000年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刘迪、张凌、穆津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成为中
国读者比较完整地了解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主要著作。
2009年3月我们去日本东京开会时与田口守一教授见面，他将刚刚出版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版）赠
送给我们。
在交流中得知，最近几年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修改，大规模的法律修改工作已经基本
结束，新的刑事司法制度已经基本建立，最新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内容都收录在这部教科书中。
同年9月我们两人参加第三届中日犯罪学学术研讨会再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和田口守一教授谈到
准备将《刑事诉讼法》（第五版）重新翻译的问题。
希望能尽早地将日本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最新情况介绍给我国的读者，这是我们翻译
本书的主要目的。
翻译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谢。
我们两人先后到早稻田大学在田口守一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
在长期的留学生活中，生活方面得到了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日语、教学方法、研究方法等各个方
面都得到了先生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我们的每一份学习计划他都帮助仔细推敲；每一篇文章都逐字逐句用红笔修改；每一个难理解的问题
都十分耐心地反复解释。
先生诚实善良的人格、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对我们回国后的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希望恩师能够有更多的著作出版，希望有更多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希望能为中日刑事诉讼法学
交流做一份贡献。
翻译田口先生的第五版刑事诉讼法教科书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尽管在翻译的过程中参照了初版的翻译
，但困难主要在于对新制度的理解和专业术语的准确性的把握。
日本刑事诉讼法学融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元素，被称为是吸收两大法系之精华的“混合法”。
大胆的引进国外的先进制度，同时大胆地排除不适合日本国情的司法制度，这是日本法的特征之一。
这次新创设的裁判员制度就是其中一例。
早在1923年日本就按照英美法制定了《陪审法》，但在20年之后因不符合日本国情而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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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第5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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