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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将主体间性理论引入对诉讼主体及其权利构成的理论辨析中，解析了被追诉人具有诉讼主体
地位却权利缺失的悖论。
作者将被追诉人的主体性区分为内向性和外向性，概括了被追诉人的三大主体性特质，以函数公式的
形式分析了影响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的变量因子，论述了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的构成原理，提出了被
追诉人主体性权利由元权利、程序生成性权利构成的主张。
本书将最终旨归落脚于法律文化的重塑上，指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自主的法律文化才是被追诉人
权利保障最坚实而丰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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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林，女，籍贯辽宁。
中国政法大学中美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人权法、法律文化等，先后在中外报刊上发表各类论
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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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被追诉人主体性的人本考辨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因之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世界。
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因之他必持双重态度。
原初词是双字而非单字。
其一是“我一你”，其二是“我一它”。
——马丁·布伯：《我与你》第一节 主体、主体性、主体间性的观念疏导一、作为关系中的主体人类
的整个思想史可以说同时是对主体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
从古希腊哲人到西方近现代法哲学的逻辑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体观念及其承载的价值进路发
生与增值的轨迹，以及对司法理念和实践产生的影响。
不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不论是价值论还是生存哲学论，对主体的认识都力图给出一个完整与终极
的答案。
但人类社会与文化、科技与经济演进所展现出的潜在的和显在的规则，使人的主体性问题呈现出复杂
的关系特征。
任何个体性的存在，越来越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越来越是共同体意志的折射。
对于被追诉人主体而言，由此展开的一系列逻辑结果，也概莫能外。
因此，与单纯从主体视角剖示主体、主体性概念，陈述被追诉人主体权利的路径不同，本书将着重从
诉讼主体是诉讼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是诉讼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出发，揭示被追诉人主体性的特质，
进而呈示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的价值向度。
被追诉人主体性一方面要体现其人格体的人格价值与意志理性，另一方面要受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主
体关系的制约，在此现实下，才能正确地理解、确立和实现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
什么是“主体”？
《辞海》中的解释是：（1）事物的主要部分。
（2）为属性所依附的实体，如人是语言和思维的主体。
（3）哲学名词（与主体客体相对应）。
（4）法学用语，如在刑法中，指因犯罪而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
“在主体和客体”词条中的解释是：主体，是指认识者。
客体，是指同主体相对应的客观世界，是主体的认识和活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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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追诉人的主体性权利论》从主体、主体性概念辨析入手，重点论述了被追诉人程序主体性权利的
构成；引入主体间性理论，将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作为贯穿研究的主线，强调了被追诉人主体是在与
其他诉讼主体的关系作用中被确认的主体。
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视角，将被追诉人主体性区分为内向性和外向性两个构成，内向性价值指向被
追诉人的主体人格尊严、意志自由，而外向性价值指向被追诉人的主体程序对等、维权与自卫。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被追诉人的主体性权利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