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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程序与实体的互动中研究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相关问题，作者认为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刑事
证明责任应建立“争点形成责任一疑点排除责任”的动态证明责任框架。
即诉讼启动时争点形成责任由检察官承担，诉讼推进过程中，争点形成责任便可能来回转移，而疑点
排除责任却始终由检察官承担。
在确立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本书运用“争点形成一疑点排除”的分析框架，对一些
较为特殊的犯罪类型的主观、客观方面的具体证明责任进行分析研究，对一些程序性问题、证据能力
问题的证明责任分配进行了探讨。
作者同时认为，我国应建立完善的刑事推定制度，确立并适用刑事推定。
    本书应用实证调查和比较、综合、分析及可行性论证等多种方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一些重要问题
做了有个人见解的深入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也是我国目前关于刑事证明责任理论
的第一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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