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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三篇。
而本部分作为绪论，在结构形式的设计与内容意旨的安排上，力图对本书整体论述的展开起到阐明预
设理论的铺路石作用：　　第一章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评析，通过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历程
进行简单梳理，希望在历史中找寻到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并给今后的中国刑事司法改革
提供借鉴。
　　第二章对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进行介绍与评价，系统论述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主要内容，以展
示本书的理论依据。
　　第三章提出命题：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推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沿着理性的方向前进。
着重阐释提出此种改革思路的必然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将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作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参照系，虽然并非我国刑事
司法改革的唯一路径，但我们以为，如果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存在一个备斗目标或者理想的话，那么
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作为参照系就是趋近此目标或理想的最佳路径。
    本书作为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联合国刑事司法政策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最终成
果，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力图完成上述学术任务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为此，本书从程序
、人权、证据三个方面对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进行了总结、反思，并对具体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改革构
想，而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自觉秉持的基本价值判断标准正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从而期望能够以
此推动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沿着理性的方向不断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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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建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
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主要著述有：《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刑事诉讼的现代化》、《刑事证明理论》、《联合
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专家意见稿》、《刑事正当程序研究：法理与案例》；主编：《刑事诉讼法学
》、《证据法学》、《外国刑事诉讼法》等全国统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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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回顾与评析　　一、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刑事司法改革　　二、中国刑
事司法改革的历程　　三、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评析　第二章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　　一、联合国
刑事司法准则的确立　　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 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推
进中国刑事司法改革　　一、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实现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　　二、联合国
刑事司法准则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目标的契合　　三、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推进中
国刑事司法改革上篇 程序篇　第一章 审前程序　　一、审前程序的一般原则　　二、侦查程序　　
三、审查起诉程序　第二章 审判程序　　一、公正审判的一般原则　　二、预审程序的设置和功能强
化　　三、对法庭审理程序的改革　第三章 救济程序　　一、救济程序的一般原则　　二、上诉程序
　　三、再审程序中篇 人权篇　第一章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之历史发展轨迹——从哲学思想到国际司
法准则　　一、人权思想的历史由来　　二、人权的范畴和内涵　　三、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四
、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五、人权与法律的关系　　六、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保障的国际司法准则　第二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一、概述　　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保障　　三、基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探索我国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
保障的道路　第三章 罪犯的人权保障　　一、概述　　二、罪犯的权利保障　　三、基于联合国刑事
司法准则，探索我国加强罪犯人权的道路　第四章 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一、概述　　二、刑事
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三、基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探索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的道路下篇 证据篇　
第一章 证明责任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接轨　　一、我国证明责任的研究和立法现状　　二、联合
国刑事司法准则中有关证明责任的规定　　三、完善我国证明责任制度的建议　第二章 证明标准与联
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接轨　　一、我国证明标准的研究现状　　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有关证明
标准的规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的重构与完善　第三章 证据规则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接轨　　
一、我国证据规则的研究与立法现状　　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　　三、任意
自白规则的确立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五、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　　六、交叉询问规
则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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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经济背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莫过于经济的飞速发展
。
经济上的成功不仅仅表现为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获得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高，尤为关键的是，因为经
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巨大变革，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
进程意义重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在经济领域中，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这种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国家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试图将国家全
部的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整合于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内。
计划经济的弊端显而易见，主要表现为：第一，由于权力过分集中，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
对企业管得过多，压抑和窒息了企业自主创新的欲望；第二，由于实行指令性计划的管理形式，主要
依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忽视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第三，分配中存在严重的平均主
义；第四，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比较单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得以确立，经济领域内的变革迅速开展。
诚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设定上，国家政策的抉择经历了长时间的考察、思索和筛选，其间
甚至经历了痛苦的踌躇和徘徊，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一方面，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
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出现分野，并由此导致了其经济地位的变化和经济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开始驱动各种类型的经济成分对自身的经营决策行为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
着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
基于对上述现象的理性思考，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最终明智地注意到，在导致这所有变化的因素中，市
场发挥了核心作用，并深切地感受到了市场调节经济资源的魅力所在。
作为对这种客观经济规律认知的回应，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规定把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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