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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刑事诉讼强调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实体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是刑事诉讼法追求的首要
价值，同时，基于“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一法谚，效率成为继公正后刑事诉讼追求的第二大价值。
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基本价值追求。
刑事一审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其设置是否科学直接影响着诉讼程序价值目标的
实现与否。
典型形态的审判程序，又称普通程序，是以辩方否认控方指控，即控辩双方存在激烈对抗和争议为前
提进行的程序设计，规定了一系列的原则、规则等，具有程序完整、复杂的特点。
然而，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关系不仅仅是对抗状态，对于认罪案件，由于被告人对控方指控的犯罪
事实予以承认，双方即处于非对抗的合作状态，对其如果仍然适用以对抗为前提设计的完整的普通程
序，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诉讼的不必要拖延，因而诉讼公正性令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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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刑事审判程序的界定 刑事诉讼是国家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特
定活动，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多种诉讼活动。
然而，国家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不能任意为之，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方式来进行，即必须遵守一
定的程序。
在汉语中“程序”这一名词尤其缺乏严格的定义。
事件的展开过程、节目的先后顺序、计算机的控制编码（program）、实验的操作手续、诉讼的行为关
系都统称为程序。
程序，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
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
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但是要注意，程序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决定过程，因为程序还包含着决定成立的前提、存在着左右当事
人在程序完成之后的行为态度的契机，并且保留着客观评价决定过程的可能性。
另外，程序没有预设的真理标准。
程序通过促进意见疏通、加强理性思考、扩大选择范围、排除外部干扰来保证决定的成立和正确性。
刑事诉讼程序就是国家司法机关和其他诉讼主体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守的规则、方法。
程序的有无、优劣，直接影响到实体问题的解决。
公正合理的刑事诉讼程序既是惩罚犯罪的有力武器，又是人权保障的坚实盾牌。
在各项刑事诉讼程序中，审判程序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程序。
因为，审判活动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其他诉讼活动，如侦查、起诉都是围绕审判进行，是为审判
服务的，可以统称为审前程序。
审前程序只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并不能认定其就是罪犯，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只有在审判程序
中才能最终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其定罪量刑。
 同时只有在审判程序中才具备诉讼的完整形态——控辩审三角结构，法官居中审判，控辩双方平等对
抗。
所谓刑事诉讼审判程序就是国家审判机关对提起诉讼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直至终局裁判的全过程。
各国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刑事审判的公正性，一般规定了多级审理制度，即案件经过初次审理后并不
生效，被告人享有上诉的权利，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可申请再次审理。
各国对于审级有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规定案件经过两次审理，就发生法律效力，有的则规定可以经
过三次审理，从而形成两审终审制或者三审终审制。
除此以外，多数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认为存在严重错误，还可以
按照再审程序重新审理。
上诉审和再审程序都是一审程序的救济程序。
因此，审判程序又可以分为一审程序和救济程序。
一审程序是法院初次审理刑事案件所适用的程序，是刑事诉讼审判程序体系中的基础性程序。
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自诉人提起自诉的案件进行初次审判时所
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由于一审程序是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的必经程序，相比救济程序更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因此，本书
仅以第一审程序为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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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认罪案件审判程序研究》中对于当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和实践中的其他热点问题，如量刑建议、刑
事和解等也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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