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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将于9月下旬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此次年会由中国诉讼法学研
究会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举办。
本次年会的总议题是诉讼公正与司法理念。
刑事诉讼法学部分重点讨论研究的子议题有：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刑事诉
讼研究；刑事诉讼原则与规则研究；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与程序研究；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与程序研究。
民事诉讼法学部分重点讨论研究的子议题有：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与理论研究；民事诉讼主体的制度
与理论研究；民事诉讼证据的制度与理论研究。
行政诉讼法学部分重点讨论研究的子议题有：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关系研究；新型行政
行为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关系研究；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价值理念研究；行政诉讼具体制度修改研究。
    本次年会得到了广大诉讼法学者以及诉讼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大力支持，截止到6月15日，共收到论
文226篇。
但由于出版经费和论文集总篇幅的限制，研究会从中精选了148篇编于本论文集。
在此，谨向对未入选论文集的论文的作者对本研究会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他们的论文未能入选
深表歉意。
    本论文集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刑事诉讼法部分，下编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部分。
从总体上看，本论文集展示了我国诉讼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绝大多数论文都是新作。
论文集保持了历年年会论文集的传统和风格，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应用性。
对立法、司法以及法学教育和研究部门具有重要的研读价值。
尤其是本次年会的召开，正值三大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本次年会的论文在前两届年会的基础上，对
三大诉讼法的修改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和修订三大诉讼法无疑具有参
考意义。
    本次年会论文集继续采用去年天津年会的做法，会前出版论文集。
论文交付出版社之前，我们组织人员对论文进行了初步编辑，从论文篇幅计，对个别作者的论文进行
了删减，请作者谅解。
同时根据统一的编排体例，调整了部分论文的格式、注释体例。
由于时间仓促，编辑任务繁重，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次年会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各位领导对本论文集的出版立项给予了大力支持，法律事业部的编辑以及发行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部分博士生参与了论文的前期收集、编排与
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编辑委员会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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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正值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组织全国
诉讼法学研究的全部精英对三大诉讼法修改从司法理念上给予充分论证。
专家学者将针对三大诉讼法修改的思路、原则以及具体程序和制度如何设计等问题，撰写高质量论文
。
该成果代表了中国诉讼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因此，本书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对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价值。
是各高等院校法律图书馆或资料室的必藏书籍；也是考研、考博学生的必读书目；还是立法和司法实
践部门开展立法工作和法律实践工作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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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刑事诉讼法 第一部分刑事诉讼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重点问题概述修改刑事诉讼
法尚需关注的几个问题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应有立场：以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比较为中心 试论我国刑事
诉讼法修改的几个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基本理念及基本原则关于当前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的思
考解读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宪法指引 ——以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为视角第二部分刑事诉讼总论研
究程序自治的理念与制度 ——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分析论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与诉讼结构之调整关于“命
案必破”的冷静思考再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 ——从刑事诉权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视角考察
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构成论要控辩平等与法律监督控辩平衡原理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人本主义与
刑事司法理念的重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确立 ——兼谈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
平衡与冲突选择军事刑事诉讼价值研究检察职权与人权保障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目标之重构 ——以社会
和谐为视角的反思刑事诉讼目的与民事诉讼目的之比较论宪法视野中的不受非法强制处分权权利主体
与主体权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性论要被害人权益保护：一个需要全社会关注的沉重话题刑
事被害人主体性价值论要目的与手段：刑事被告人诉讼目的探析刑事诉讼模式新论 ——以文化结构分
析为视角迈向回应型刑事诉讼模式 ——刑事法治的新理念从刑讯到协商 ——刑事诉讼的未来转向反
思与重构：论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的理论基础浅论诉讼经济原则及其对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影响为谁而
有效率? ——刑事诉讼效率观之定位理念·原则·规则 ——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解读轻罪刑
事政策在诉讼环节中的运用 ——以检察业务为视角第三部分刑事诉讼制度研究(207) 关于加强审前程
序中死刑案件辩护的几个问题刑事强制措施理论根据初论刑事强制措施概念之重构刑事强制措施救济
问题初探论扭送制度的立法完善司法实践中难以计入办案期限的羁押情形与检察监督论我国审前羁押
理由的正当性取保候审递嬗探微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视角
刑事和解制度化的法理探讨 ——刑罚权之裁量权配置恢复性司法措施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引入和制度
设计呈现的实然与回归的路径 ——人民陪审制度运行情况实证调查分析中国死刑赦免制度的改革与完
善 ——以国际人权公约为参照第四部分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之我见法治视野下的侦
查权重构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与运行问题研究关于我国侦查程序构造的若干思考赋予律师在侦查
阶段辩护人的地位以诉讼化为目标改造我国的侦查程序侦查模式改革思考论侦查监督中的合比例性审
查侦查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完善我国侦查监督机制之路径探讨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非法审讯：一个
实证角度的研究 ——以S省为主要对象的分析论我国看守所的中立沉默权不再“沉默”我国的刑事鉴
定程序应如何修改我国人体样本收集之法律规制我国监听手段正当化研究论刑事诉讼中的监听犯罪控
制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暂缓起诉制度探讨论刑事检察监督程序的改革与立法完善中国的公诉制
度与人权保障试论我国公诉制度的改革论选择性起诉刑事公诉案件起诉权运行模式分析 ——以利益为
出发点的考察论自诉担当刑事认证基本问题研究刑事审判改革的基本立场：简者更简，繁者更繁中国
简易刑事程序改革：一个初步的考察与反思 ——以s省S县法院为主要样板刑事简易程序改革之构想试
论构建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制度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的制度构建论刑事审判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及其
规律试论刑事裁判共识及其与传统价值理论的关系法官庭审指挥权：确立基础与行使理念走出刑事庭
审实质化的误区法庭中言词证据调查之研究 ——以法庭中“人”为载体的证言为核心 单位犯罪案件
审判程序中的三个主要问题探讨关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点意见法律监督视野中的死刑复核程序量
刑监督的实现途径与制度构建惩罚、保护与回归 ——中国少年刑事司法目的之考量论充分保障未成年
人诉讼权利原则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下的我国未成年人案件处理机制研究第五部分刑事诉讼证据研究
《反酷刑公约》背景下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对三种排除非法证据之理由的追问论证据开示制度与对非
普通程序的选择历史视野中的刑事质证权对证据关联性的具体理解论刑事证据能力的设定论证据开示
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建构英格兰的自白制度与陪审团 ——历史视角的分析被告人认罪陈述在辩诉协商
程序中的证明价值刑事证明标准法律价值探究“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三重涵义 ——兼评“客
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论数字证据的定位及其适用下编 民事、行政诉讼法 第一部分 民事诉讼
基础理论研究民事诉讼快速机制论纲对社会主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再认识 ——以法官独立原则为视
角论民事审判基本制度的修改与完善论破产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之比较及冲突与协调民事争点效力理
论 ——内容、理念与启示当前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对策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的理由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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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设立恶意诉讼损害赔偿制度再论民事公诉权 ——权利和权力的视角探析交叉请
求 ——兼及对我国民事诉讼的启示构建再审之诉的几个程序问题从司法解释再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小
额诉讼程序刍议试探陪审制的演化规律构建和谐社会应完善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原则论民事程序
选择权民事诉讼中止制度研究现行《民事诉讼法》任务的构成及修正第二部分 民事诉讼主体研究试论
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 ——对我国民事诉讼中部分特殊主体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之当事人适格问题初论大陆法系独立地位参加制度的发展及其借鉴 ——以日本的独立当事人参加
制度为核心论当事人适格之扩张“高淳案”原告适格性之否定论第三人撤销之诉 ——兼论民事诉讼再
审制度的改造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检讨与重构第三部分 民事诉讼证据研究我国台湾地区民
事诉讼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述评论性骚扰案件的证明标准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论私录资料
的合法性 ——以隐私为中心证明妨碍机理重构 ——着眼于内涵与构成要件民事诉讼中的拟制自认：
比较、借鉴与重构完善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证明责任分配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第四
部分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理论研究我国现行仲裁制度滞后的原因解读和出路探究从仲裁调解的勃兴探
析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代位请求权情形下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探讨第五部分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论行
政诉讼立法目的之定位与转型完善行政诉讼撤诉制度的构想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处理好四组关系中国行
政诉讼法学研究之展望我国民事救济与行政救济程序关联处理模式研究 ——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
的一个特别视角第六部分行政行为理论研究行政诉讼视野之中的新型行政行为 ——行政备案制度可诉
性问题初探论行政强制执行权配置的发展与完善第七部分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研究对话与讨论的基础 —
—谈对公益诉讼含义的理解行政公益诉讼是否可能 ——以诉的利益为视角保障人权：公益诉讼的灵魂
——兼议公益诉讼构建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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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重点问题概述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课题组
主持人  陈光中    2003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五
年立法规划。
为了对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献计献策，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陈光中教授主持的刑事
诉讼法再修改课题于2004年初启动。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课题组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
稿》）。
草拟《建议稿》的基本思路是：（1）坚持民主、科学、创新和务实的诉讼理念，即：控制犯罪与保
障人权相结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公正优先并兼顾效率。
（2）坚持以宪法为根据。
（3）坚持借鉴外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坚持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衔接。
（4）坚持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
    目前，课题组草拟出了共450条的《建议稿》（尚未最后定稿）。
现将《建议稿》中对现行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些重点问题概述如下，以供立法部门参考，并与同
行专家交流、切磋：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
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一切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
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
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2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
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
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
规定的权限。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
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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