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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目的与构造为现代刑事诉讼法学的两大课题。
刑事
诉讼目的相对于其构造，属于更深层次的领域。
然而，我国刑诉法
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展开系统、全面地研究。
本书以刑事诉讼目的为
专门研究对象，力图在对国内外有关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构
体现均衡价值观的刑事诉讼目的理论。

本书共五章，从刑事诉讼目的的界定及其制约因素的分析入
手，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分类、我国刑事诉讼
的应有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及在实现目的中发生利益冲突时
的权衡选择问题。

刑事诉讼目的在刑事程序领域居于核心地位。
它既是刑事诉
讼立法和司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前提，又是与刑事诉讼的主体、职
能、构造等紧密相关的刑诉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所谓刑事诉讼目
的，是指以观念形式表达的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所期望达到的目标，
是预先设计的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
刑事诉讼目的分为
直接目的与根本目的两个不同层次，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
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刑事诉讼目的的具体内容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制约、影响刑事诉讼目的的因素，主要有诉讼构造及诉讼们值、犯
罪状况、法文化等。
研究刑事诉现目的宅制约莫因素的一般关系，
对于正确确立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诉讼理论曾从不同角度对刑事诉讼目的进行了分类，本
书对犯罪控制模式、正当程序模式、家庭模式、正当程序主义与实
体真实主义等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分类进行了客观介绍，并阐明
了这样的观点：忽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性，主张为高效率
地惩治犯罪而限制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并把被告人作为最佳证据
来源，不仅同诉讼文明、进步、民主的发展趋势不符，而且也会产生
司法权滥用的弊害，并由此导致较高的错案率，其高效率抑制犯罪
的目的的实现也会受到妨碍；反之，如果将被告人利益置于绝对优
越的地位，使之凌驾于社会及其成员的利益之上，则难免贬抑实体
真实以及刑事程序的秩序价值，法律秩序就得不到有效地维护。
因
此，刑事诉讼目的的确立，应当尽可能避免价值取向上的单一化和
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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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点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应当追求的目的、该目的的确
立根据、目的的层次性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为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目
的需要完善立法、改进司法的具体方案。
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
应当是追求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根本目的是维护宪法所
确立的制度与秩序。
这是通过理论分析及对我国大量的经验教训
的有力论证所得出的应有结论。
与西方刑诉目的理论中的目的观
比较，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特色表现为：①体现出刑事诉讼对相互
联系着的多方面价值的追求；②其中控制犯罪的前提是诉讼证明
应当达到客观真实而非“实质真实”，保障人权也不只限于保障被
告人人权，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内容。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要求有关立
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应当对实体与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
系等基本问题予以重新认识。

准确、公平、及时是刑事程序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内在要求。
为
准确、公平、及时地实现具体的刑罚权，刑事诉讼立法应当为司法
活动提供符合认识规律且有效率的程序。
在保障人权方面，本书强
调：程序性权利的分配与运行均应以刑事程序可能涉及的诉讼参
与人的实体性权利为基点；刑事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研究应当
谋求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从而形成完整形态的人权保障，并使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实践与
人权保障立法之间的错位减缩至尽可能小的程度。
基于程序性权
利与实体性权利相统一的思想，并通过翔实资料的大量引证，书中
对完善诉讼参与人人权保障的立法提出了构想，特别突出地探讨
了被告人防御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的划分与完善，以及被害人的
权利保障问题。

实现目的需要手段。
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是刑事诉讼的
构造，它是指刑事诉讼各构成要素即控诉、辩护、裁判诸项基本职
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格局。
诉讼构造决定诉讼的诸多功能，各
项功能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国家应当根据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需
要设计、选择利于某种功能发挥的诉讼构造。
同时，诉讼构造与功
能的关系具有内在规律性，如果不尊重这种规律性而片面强调某
一方面的功能来任意设计诉讼构造，那么，所期望发挥的功能也会
受到抑制。
刑事诉讼的目的、构造、功能之间的规律性，是刑事程序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根源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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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构造，应当
研究现代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
方面的优势及不足，吸收其可资借鉴之处。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设
计，应当遵循刑事诉讼的规律，充分体现秩序、公正、效益诸项刑事
诉讼价值，以便为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提供可靠的保障手段。

刑事程序涉及案件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国
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等利益关系。
在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过程中，当
发生利益冲突时如何选择，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此，应确立我国
刑事程序中的权衡原则，当两种以上的利益不可兼得或相对立的
价值发生冲突时，国家及其代表官员应根据一定标准，确定其中某
一或某些方面更为优越而放弃其他方面。
确立此项原则，应当避免
权衡时所依据标准的价值取向的片面性，不宜在实体与程序、惩罚
与保障中确立一个绝对优势的价值标准，而是应当依据刑事案件
涉及的各种利益，在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层次的目的所体现的刑事
程序追求的价值目标的根本点或归宿的基础上，确立权衡的一般
标准及其例外情况。
基于不同层次的诉讼目的涉及的社会根本利
益，刑事程序的某项原则、制度等总体性利益，以及对个案被告人
实施惩罚的个别利益，当具体案件上实施惩罚与刑事程序某项保
障人权的制度冲突时，一般应放弃个案被告人的惩罚。
但是，如果
是在放弃个案被告人的惩罚会危及社会根本性利益的少数情形
下，则应顾及具体案件中对犯罪的惩罚。
基于利益权衡原则，本书
对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中较为敏感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例如律师
保守职业秘密、非法证据的运用、疑案处理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与权
衡进行了充分探讨，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研究了选择的一般标准
和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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