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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程序研究》是为高等院校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研究生撰写的教材。
本书共分5编20章，内容涵盖刑事诉讼程序基础理论、审前程序、审判程序、特殊程序和执行程序五个
部分。
在刑事诉讼程序基础理论一编中，撰写了刑事诉讼程序理念、刑事诉讼程序要素、刑事诉讼程序原则
、刑事诉讼程序国际化和刑事诉讼程序构造五个方面的内容，力求使读者对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理论
问题有一个系统的把握。
以后四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体例，从立案开始，分析研究了每一个诉讼阶段上
相关程序的主要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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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基础理论　　第一章 刑事诉讼程序理念　　第一节 程序正义　　一、程序正义的一般原
理　　（一）什么是程序正义　　在现代汉语中，“程序”包含着“规程”和“次序”两层含义，通
常被解释为“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或“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
其中，“规程”是指按一定的标准、法则或格式对某一制度作出分章分条的规定， “次序”是指“事
物在空间或时间上排列的先后”0。
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程序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
关系。
季卫东先生认为，法律程序的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
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程序没有预设的真理标准，而是通过促进意见疏通、加强理性思考、扩大选择范围、排除外部干扰来
保证决定的成立和正确性。
②　　法律程序的价值或意义，既是指法律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是指人们评价
和判断某一法律程序是否正当、合理的价值准则。
关于法律程序价值的理论在西方主要有两种：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
前者强调法律程序的功利性，即程序对实施实体法或形成优秀的实体法的功用，因而，这一理论对程
序正当性的评价往往是从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上衡量的；后者则强调法律程序本身的正义性，强调程序
的内在道德性，主张从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性来建立其价值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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