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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了英国刑事诉讼法、美国刑事诉讼法、加拿大刑事诉讼法、法国刑事诉讼法、德国刑事
诉讼法、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日本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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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始，在延边大学任教，后调到大连海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工作；现任西北政法大学司法官教
育院院长、韩国法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6月获吉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6月获韩国韩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6月-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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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进行公诉书审判之前，控辩双方和法院均需做好准备和安排。
1995年，为保证移送刑事法院的案件已经准备充分，引入了答辩和指令庭审这一程序，适用于除严重
诈骗外的所有案件，可以由主持审判的法官之外的法官来负责。
在刑事法院进行的审判以公开审理为原则，通常由1名法官和陪审团审理。
审理伊始，首先由检察官向被指控人提出公诉书中的罪状，被指控人进行答辩。
如果被指控人认罪并且法庭接受认罪，则不再进行审理，直接进入量刑程序。
如果被指控者就公诉书的部分或者全部罪状作无罪答辩，则需要组成陪审团以决定他是否有罪。
但是，如果控方认为被指控者认罪的罪状已经足够，不希望继续进行案件，则无需组成陪审团。
在组成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陪审团成员事先不接触任何书面案件材料，完全依靠控辩双方申请传唤
到庭的证人当庭证言形成对案件的判断。
对于很多被指控人而言，在有罪答辩与无罪答辩之间作出选择并不容易。
而且，被指控人的答辩选择是否是自愿作出的也经常是个问题。
因为在诉讼早期的警方讯问中，被指控人可能会因为压力而向警方作出有罪供述，事后很难反悔，就
将导致辩方律师说服他作出有罪答辩。
但是，如果能够表明有罪供述是出于警察的不正当压力，该供述将会有很大的几率被裁定为不可采。
对于检控方，《皇家检察官准则》第10章规定了接受有罪答辩时的一些注意事项：（1）检察官只有在
认为接受被指控人认罪也能使法院作出与其犯罪严重程度相适应的量刑决定时才能够接受该认罪，当
案件中存在加重处罚情节时尤其应该如此。
（2）检察官在考虑被指控人的认罪答辩是否可以接受时，应该对公共利益、被害人的观点、特殊情
况下被害人家属的观点加以综合考虑，之后决定接受该认罪答辩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要求。
（3）检察官必须向法院清楚地说明该项认罪答辩提出和被接受的基础是什么。
如果被告人对指控认罪，但根据的事实不同于检察官的指控事实，这种差别又会对量刑有重大影响，
则检察官应该请法院听证查明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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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刑事诉讼法》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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