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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湖南省诉讼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召开，此次年会
的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
共有150多名来自湖南省各高校和公、检、法、司的代表到会，大会收到论文100余篇。
代表们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研讨，以下就此次年会研讨的主要问题进行介绍。
关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组围绕构建和谐社会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一、基本理
论（一）理念1.刑事裁判共识性理念宋世杰会长针对目前对抗制中存在的问题，在传统中庸思想与现
实和谐社会理念背景下，提出应当确立刑事裁判共识性理念，认为刑事裁判活动中应追求诉讼各方形
成共同认识作为裁判的基础，得到法律与社会认同，从而使裁判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实现司法公正与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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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探索》内容简介：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湖南省诉讼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在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召开，此次年会的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
共有150多名来自湖南省各高校和公、检、法、司的代表到会，大会收到论文100余篇。
代表们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研讨，以下就此次年会研讨的主要问题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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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世杰，男，1938年生，湖南长沙人，1961年毕业于原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本科。
长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1983年调入湘潭大学任教，现任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省诉讼
法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湖南省重点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理事，湖南省诉讼法学会会长，曾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中
国法学会理事，湘潭市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省社科评审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等职。
主要个人专著有《刑事诉讼理论研究》、《比较刑事诉讼法学》、《举证责任论》、《证据学新论》
、《诉讼证据法学》、《刑事审判制度研究》、《中国刑事诉讼的发展与现代化》、《外国刑事诉讼
法比较研究》等10部；主编教材有《刑事诉讼法学》、《诉讼证据法学》等26部，在《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所讲授的《证据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并在1998年被湖南省委
、省政府授予“湖南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刘建军，男，1957年生，中共党员，现任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院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1980年9月至1992年10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曾任经济庭副庭长，正科级审判员，法庭指导
科科长。
1992年10月起任长沙市原郊区人民法院副院长，1996年任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2005年1月任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院长至今。
宁松，男，1972年出生，湖南株洲人，2002年湘潭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研究方向为
刑事诉讼法学，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浙江警官职业学院讲师；2005年考入湘潭大学法学院，攻读诉
讼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省部级科研课题2项，
在《政治与法律》、《法学杂志》、《河北法学》、《犯罪与改造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20余篇，参著《外国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参编《刑事被告人概论》、《证据法学》等教
材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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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湖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2005年理论研讨会综述(代序)刑事诉讼篇刑事裁判共识性初论——
建构和谐社会法制的视角一、刑事裁判共识性的内涵及特点二、刑事裁判共识性问题提出的背景三、
刑事裁判共识性实现的基本条件四、刑事裁判共识性的实质化侦查行为规则体系研究一、侦查行为规
则体系的涵义二、侦查行为的种类三、我国侦查行为规则体系之重构刑事裁判根据的确定性问题一、
关于司法裁判确定性的争论二、刑事裁判根据的相对确定性三、刑事裁判根据相对确定性的程序保障
论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兼对我国传统“先刑后民”原则的反思一、我国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立法
例及适用现状二、法、德、俄、英、美五国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立法例三、对我国传统“先刑后民”
原则的反思四、我国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重构关于刑事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适用权的思考——以
动议权为视角一、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及其在我国立法中的缺失二、对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立法
的考察三、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动议权的内在机理四、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的建构辩诉交易之理
性思考一、辩诉交易的历史分析二、辩诉交易的利弊分析三、当前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分
析论刑事调解及其完善一、刑事调解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分析二、国外刑事调解制度考察三、我国刑
事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其缺陷分析四、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的完善论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缺损与弥补一、
抗诉请求权概述二、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缺损三、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弥补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
的调查与思考一、现状考察二、理性分析三、改革建议论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价值取向一、我国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价值取向二、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价值取向的缺陷三、我国刑事再审启动
程序价值取向的重构律师程序性辩护之初探一、律师程序性辩护的性质及其意义二、律师程序性辩护
的存在形式三、律师程序性辩护的程序后果对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思考——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为视角一、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构建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
障措施试论加强我国自诉救济程序中的国家干预一、我国自诉救济程序的规定及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二
、与德日两国相关规定的比较考察三、完善我国自诉救济程序的途径——加强自诉救济程序中的国家
干预我国应当构建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一、溯源——各国立法中有关司法审查之规定二、剖析—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实施现状三、移植——引进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初探一
、确立律师在场权的重要意义二、国外律师在场权利制度的立法例三、律师在场权利制度的具体构建
探析无罪推定原则的制度建构——以佘祥林“杀妻”案为视角一、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的正当根据二、
无罪推定原则贯彻的制度性缺陷三、无罪推定原则的制度构建新形势下刑事侦查仍应坚持依靠群众原
则一、坚持依靠群众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重要性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暂缓起诉：积极意义与现实困
惑一、产生二、积极意义三、现实困惑四、完善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建构一、辩诉交易的内涵、起
源与现状二、我国构建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三、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建构设想⋯⋯
民事诉讼篇行政诉讼与司法制度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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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刑事裁判共识性实现的基本条件刑事裁判共识性应成为刑事诉讼过程追求的理念。
追求共识，可以促进轻罪和解，重罪对立减轻，甚至因认罪和悔罪化解其对立，使原来被犯罪行为所
破坏的人际关系得以修复与改善。
“和合的人际关系一直是社会学关于社会关系方面研究的核心，也是因为结合形成社会，分离则不然
。
”所以，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诉讼必须以消解对抗为使命，求得问题的协调，达成诉讼各方特别是
控辩双方都可接纳的裁判，从而化解矛盾，形成共识，使社会秩序重新得以稳定健康地发展。
因此，共识性应当也必须成为刑事诉讼追求的最高目标，并将其作为刑事诉讼法完善的指导。
然而，也应当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也是困难的。
但是，只要确立了这个诉讼目标，就有了追求的方向。
我们可以逐步研究实现该目标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并尽力使得这些条件具备现实性，从而为实践中
公正与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矛盾的解决疏通道路，更为达至刑事诉讼终极理想的彼岸。
笔者认为，刑事裁判共识性实现的基本条件包括：（一）案件真实的发现认识向实践转化的过程既是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的过程，又是通过实践而实现价值的过程。
在实践基础上真理和价值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中的最高价值目标，是
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
真是获得了真理，达到了真理的境界，即主体在思想和行为上充分接近和适合于客体的必然性。
这是主客体之间达到实质性统一的第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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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湖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2005年年会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召开
，此次年会的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共有150多名来自湖南省各高校和公、检
、法、司的代表到会。
大会收到论文100余篇，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从中选择部分论文编成《诉讼法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
，还有一些论文没有编入该书，在此我们表示歉意。
没有收入该书的论文主要有：李琳：《关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理性思考——美国的法律实践及其启示
》；李含春、孙浩滨：《对我国监视居住措施的存废思考》；蒋倩倩、弓沙沙：《论我国取保候审的
制度定位》；梁燕妮、冯浩：《论我国司法程序的理性化——主要着眼于实践理性的角度》；金苹：
《论我国律师性质的重构》；潘定衢、刘耀武：《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障碍与贯彻途径》；彭海涛：
《刑事审前阶段性证据开示程序探略——以协商性司法为视角》；陈新华：《对我国法官助理制度改
革的思考》；杨恒胜：《构建法官释明制度的思考》；何本凡、秦琳：《股东派生诉讼程序设计初探
》；李秋田：《民事诉讼证明妨碍排除制度初探》；甘真真：《论民事执行体制的科学构建》；戎群
：《论民事执行体制的科学构建——以长沙模式为研究考查中心》；李芳：《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
明妨碍》；谢雁：《浅议事实推定的规范》；唐茂林：《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以日本的民事
调停制度为借鉴》；刘一展：《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立法规定问题研究》；刘芸：《论证据保全错误的
救济与防范》；龚鹏：《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价值体系的试选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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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探索》是21世纪法学热点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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