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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在对司法权的性质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讨论了司法裁判的行政
模式、审判委员会制度，对这些司法制度的深层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挖掘。
《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入手，对长期存在的“义务本位
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理论总结，讨论了这一模式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广泛影响。
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所面临的程序实施困境，《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还讨论了末决羁押、回避
和变更管辖、法院变更起诉罪名、重复追诉和法权救济等五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思
路。
最后，《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还结合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律师法难以实施的问题，对中国“
立法推动主义”的制度变革道路作出了评价，并对那种自生自发的“司法推动主义”的制度试验模式
作出了展望。
《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倡导一种“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思路，强调既要避免过于
主观的法学移植主义，又要克服那种动辄提出立法建议的法对策主义，主张将制度层面的问题转化为
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学术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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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华，男，1967年生于山东。
199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5年至1997年，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7年至今，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
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兴趣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程序法基础理论。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
版学术著作十余部。
主要代表作有：《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004)；《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005)；《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2008)；《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
社，2008，2010)；《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曾获得多项学术奖励。
2004年，获得中国法学会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2010年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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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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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院的回避”——审判管辖的变更问题
　四、回避和变更管辖制度的根基
　五、诉权与裁判权的关系
　六、程序性违法之程序后果
　七、裁判者走向中立化的难题
第七章 法院变更起诉问题之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二、法院变更起诉的主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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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理论上的反思
　五、改革变更起诉制度的可能性
　六、结论
第八章 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中国法中的有错必纠原则
　三、有错必纠原则下的重复追诉问题
　四、对有错必纠原则的反思
　五、重复追诉之法律控制
　六、结论：国家刑事追诉权的适度限制
第九章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
　——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的权利救济问题
　一、引言
　二、一个案例的引入
　三、会见难的主要层面
　四、通过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
　五、向谁辩护，谁来倾听?
　六、侦查程序的可诉性问题
第十章 制度变革中的立法推动主义
　一、引言
　二、立法机关在推动制度变革方面的局限性
　三、立法技术问题
　四、制度变革中的司法推动主义
　五、制度变革的另一条道路
　附 录 公共处罚的第三领域
　——以劳动教养为范例的分析
　一、引言
　二、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三、年以来的劳动教养制度
　四、对四个案例的分析
　五、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反思
　六、解决劳动教养问题的主要困难
　七、从劳动教养看“第三公共处罚领域”
　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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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司法独立的核心含义固然是比较明晰的，但是要确保裁判者独立行使司法裁判权，从而实现
司法独立的目标，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必要的制度保障机制。
这后一点恰恰是最为困难，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以前的研究中，笔者曾提出并分析过司法独立的四项要素，其中的后三项要素是“法官的身份独立
”、“法院的整体独立”和“法院的内部独立”。
司法独立的保障机制实际就是围绕着这三项要素而建立起来的。
当然，也有学者对司法独立作出过不同的归纳。
如有人将司法独立的要素视为对当事人的独立、职能的独立、机构的独立和内部的独立等四项②，有
人则将司法独立视为司法权的独立、司法主体的独立、司法行为的独立和司法责任的独立等要素的混
合体③，还有人将司法独立分为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两个基本层面。
④尽管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但学者们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指法院的独
立，还应当包括法官个人的独立以及法院内部的独立。
否则，如果像大量法学教科书所宣称的那样，仅仅将司法独立等同于法院独立的话，那么司法独立是
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的。
在笔者看来，基于司法权的独立性容易受到来自法院之外、之内两个方面的威胁，也基于法官个人在
任职条件方面极容易受到控制的现实，司法独立的保障机制大体上可以包括以下五个层面的内容：一
是法院的整体独立或外部独立，二是法院的内部独立，三是法官的身份独立，四是法官的职业特权，
五是法官的职业伦理准则。
⑤受篇幅所限，本书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分析这些问题。
以下仅仅对这五个方面作一简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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