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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佘祥林案件①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案被媒体曝光以后，引起了国家领导层、司法机关、学者、普通社会民众广泛和持久的关注。
时至今日，佘祥林案尘埃落定已逾四年了，但是社会民众中各个阶层凡谈及刑事冤假错案时首当其冲
的就是佘祥林案件，一些涉嫌犯罪或者已经被定罪量刑的服刑犯往往会从余案中找出与自己案件中的
雷同之处，作为辩护或者申诉的正当理由；2003年成立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也以佘祥林案为
契机，加速推动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与力度；国内外学界也根据佘祥林案件，结合中国的刑事
司法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意见，如《清华法治论衡》专门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些知名刑事诉讼法、刑法专家举行了
专题笔谈。
一言以蔽之，佘祥林案件将会对中国的法治进程、刑事法治建设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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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刑事法治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对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刑讯逼供
、定罪根据、量刑根据、死刑的国际标准、再审程序、二审程序等刑法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对
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全书共分十二章，其中章与章之间的诸多内容都是相互依存、不宜割裂的完整体系。
每一章的内容都以佘祥林案为线索，分析刑事司法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制度和观念上的原因。
　　《我国刑事法治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以佘祥林案件为出发点，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视角
探究导致佘祥林案成为错案的原因，内容涉及整个刑事司法实践中所普遍存在的疑难问题和重大理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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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立，男，1968年出生，湖北天门人，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研究生导师，
法学博士，博士后，经济师。
1988年大学毕业任高中英语教师，1992年因工作需要调入行政部门工作十多年。
200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湘潭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03年又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2006年进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主要从事犯罪学、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等方面的研究。
先后在《法学评论》、《武汉大学学报》、《法商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人民检察》、《
中国律师和法学家》、《理论月刊》、《律师世界》、《刑事法评论》、《河北法学》等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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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专著《刑事责任根据论》、《刑事责任价值论》、《刑事责任本质论》、《国际刑事法律若干
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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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无罪推定　　第一节　无罪推定概述　　在现代社会里，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不断加强
，对人权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伴随着这一历程，无罪推定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现已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法治观念。
　　一、无罪推定的历史考察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无罪推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虞
舜中后期。
我国第一部典籍《尚书》中的《大禹漠》就记载：“罪疑推轻”，“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
“辜，罪；经，常。
”辜是罪，因而“杀不辜”就是杀死无罪的人。
“经”和“证”音近，“经”借为“证”，“不经”应是指没有完全证实是有罪。
这样，“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意思是：与其杀掉无罪的人，宁可不处罚没有完全证实是有罪的
人。
又如《礼记·王制》中记载：“狱讼，记与众共之，众疑，赦之。
”意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某人是有罪的，就认为他（或她）是无罪的，不能加以处罚，无罪推定
的思想可见一斑。
公元前11世纪末到公元前8世纪的西周时期，在法律思想方面，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两代“天讨”
、“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刑”的政治法律主张。
统治者自视为奉上天之命来统治万民的人间君主，应该“敬德”、“明德”，“以德配天”，才能真
正保有天命；否则，一旦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保佑和庇护，天命随之消失或转移，新的有德者就
会取而代之。
这种政治统治思想就要求法律上“明德慎刑”，适用刑罚应当审慎，由此，“罪疑从轻，罪疑从赦”
也就上升为了西周时期的一条重要刑法原则。
其中，据《尚书·吕刑》记载，“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
这正是“罪疑从赦”原则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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