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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第二版行将面世之际，我本没有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以下简称《问题与主义之间》)的第一版序言
中，我已经将本书的几条学术线索交代清楚了。
这篇题为“中国的问题，世界的眼光”的序言一度引起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在法学研究方法层面引
发了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的讨论。
对于这篇序言的基本论点，我至今持之不疑。
不过，一本书既然要出第二版，总要向读者说明新版的编写宗旨和富有新意之处。
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第二版序言”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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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的姊妹篇，是作者对中国刑事诉讼和司法体制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
成果之一。
该书以“中国的问题，世界的眼光”为研究丰旨，对司法权的性质、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义
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未决羁押制度，法院变更起诉问题、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刑
事证据规则，辩护律师的职业风险以及公共处罚的第三领域等问题，作出了全新的探索。
在遵从第一版所倡导的从问题出发提出法学理论的学术思路的前提下，该书的第二版则奉行“从问题
中提出自己的主义”的理念，主张在形成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将中国的法制经验和教训上升为“概念
化”，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理论，从而作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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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司法权的性质　　三、司法权的功能　　从司法权存在本来目的来看，其功能就是以权
威的方式解决那些业已发生的利益争端，并使得各项法律透过具体案件得到实施。
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但如果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就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困惑：司法权无疑也是一种缺点和优点同样显
著的国家权力，它在为那些权益面临威胁者带来救济机会的同时，也有着拖延时日、耗费大量资源的
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一些场合下还必须引进司法权的控制？
另一方面，如果说行政权是一种带有主动性、扩张性甚至侵犯性的权力的话，司法权也同样可能因滥
用而使个人权益受到威胁，如果不加限制，司法权甚至会比行政权更加令人畏惧。
在司法改革中，如果仅仅着眼于诸如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国家权力之问的分配，而不提供这种分配的
正当理由，那么人们就会说，这种改革不过是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而已，而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
为防止司法改革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应当回答：一种设置合理的司法权究竟具有哪些功能，使得
它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是合理和正当的？
　　实际上，司法制度的改革固然会涉及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但如果仅仅将此作为着眼点的话
，那么这种改革注定将误人歧途。
只有为司法改革注入人权保障的因素，只有将司法权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甚至政治权利联系起来
，也只有使司法机构更加有效地为那些受到其他国家权力侵害的个人权益提供救济，司法权的存在和
介入才是富有实质意义的。
　　具体而言，为建立一种基本的法治秩序，必须将公民个人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确立在宪法之中，并
且树立起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
所有国家权力机构，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机构，都只能根据宪法从事各种公共领域的活动，而不
能违背宪法的规定和精神。
在这一维护宪政并进而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司法权的存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
表达冤情、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它使得那些为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现实的维护。
如果司法权在程序、组织等各个环节上设置得趋于合理，那么面临各种公共权力侵害或威胁的个人，
就可以透过司法这一中介和桥梁，与国家权力机构进行一场平等的理性抗争。
可以说，司法权越能保持中立性、参与性和独立自主性，公民个人就越能借此“为权利而斗争”，各
种国家权力也就越能受到有效的宪法或法律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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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第2版）》作为《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的姊妹篇
，是作者对中国刑事诉讼和司法体制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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