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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的诉讼主张丰富而生动，它涵盖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的各种请求、意见、声明和见
解等，是刑事诉讼主体进行证明的核心。
该书对刑事证明对象本身给予置换，将诉讼主张列为诉讼证明对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
刑事证明体系。
它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第一次对刑事诉讼主张做出全面、系统的阐述，并全面提示了诉讼主张对于
刑事诉讼全过程的重要意义，促使刑事诉讼程序正值正培育起独立的品格，走向科学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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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玉霞，法学博士，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广州大学人权中心兼职研究员，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挂职），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
 
　　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
学位；200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诉讼法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从事法理
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先后就职于中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暨南大学法学院、广东省江门市人民
检察院。
1991年任讲师，199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曾任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湖北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武汉市洪山区政协委员、广东省检察官学
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司法制度、诉讼法、证据法、军事法、检察制度。
代表作有：《论刑事诉讼方式的正当性》(专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获第五届全国中青年诉
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中国军事司法制
度》（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军事法导论》（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司法相关职务责任研究》（第二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法商研究》、《现代法学》、《
中国刑事法杂志》、《河北法学》、《当代法学》、《暨南大学学报》、《诉讼法论丛》等重要刊物
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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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刑事诉讼主张论　第一章　刑事诉讼主张解说　　一、刑事诉讼主张的概念　　　（一）关于
主张　　　（二）刑事诉讼主张的界定　　　（三）刑事诉讼主张的范围　　　（四）诉讼主张在三
大诉讼中的异同　　二、刑事诉讼主张的特点　　　（一）提出者具有诉讼主体地位，承担特定的诉
讼职能　　　（二）结构上是总体性与阶段性相统　　一、静态与动态相统一　　　（三）內容上具
有主观意向性　　　（四）形式上体现为话语的表达　　　（五）內容和形式都必须具有合法性　　
三、刑事诉讼主张的分类　　　（一）控诉主张、辩护主张和裁判主张　　　（二）积极主张和消极
主张　　　（三）肯定主张和否定主张　　　（四）实体主张和程序主张　　　（五）事实主张和法
律主张　　　（六）单一主张和复合主张　　四、刑事诉讼主张的意义　　　（一）诉讼主张是刑事
诉讼程序的启动装置和推进器　　　（二）诉讼主张是控、辩、审各方的连结点　　　（三）诉讼主
张是司法公正的检测仪　　　（四）刑事诉讼主张研究可以增强司法理性，繁荣法学理论　第二章　
刑事诉讼主张的结构　　一、诉讼主张：命题卢事实　　　（一）事实的特点与结构　　　（二）命
题的特点与结构　　　（三）事实与命题的关系　　　（四）诉讼主张＝命题≠事实　　二、三重构
建：实体、程序与形式　　　（一）实体　　　（二）程序　　　（三）形式　　三、内容结构：事
实与法律　　　（一）事实　　　（二）法律　　四、程序结构：单体与整合　　五、结果指向：罪
与罚　　六、诉因及其与刑事诉讼主张之结构　　　（一）国外诉因制度概述　　　（二）诉因与诉
讼主张的关系　　　（三）诉因结构的单一性与刑事案件的确定　第三章　刑事诉讼主张与诉讼模式
　　一、刑事诉讼主张生成的制度环境　　　（一）人具有自由、平等和尊严　　　（二）法官中立
、控辩对抗的诉讼结构　　　（三）民主的诉讼原则与程序体系　　二、刑事诉讼主张的历史变迁　
　　（一）在自然平衡式诉讼中产生　　　（二）在行政对峙式诉讼中衰落　　　（三）在权能平衡
式诉讼中回归　　三、西方两大法系背景下的刑事诉讼主张　　　（一）当事人主义诉讼与刑事诉讼
主张　　　（二）职权主义诉讼与刑事诉讼主张　第四章　对立、差异与协调：刑事诉讼主张的矛盾
运动　　一、刑事诉讼主张对立与差异的依据　　二、刑事诉讼主张的程序互动　　　（一）被动审
判　　　（二）作茧自缚　　　（三）诱发反驳　　三、从权威到对话：刑事诉讼的终结方式　　　
（一）迈向柔性司法　　　（二）主张与对话的现代图景下篇：刑事诉讼证明论　第五章　刑事证明
对象转换：从案件事实到诉讼主张　　一、源自本体论的追问：诉讼要证明什么　　　（一）为什么
诉讼　　　（二）为什么证明　　　（三）诉讼要证明什么　　二、关于刑事证明对象的域外制度考
察　　　（一）大陆法系的刑事证明对象：事实　　　（二）英芙法系的刑事证明对象：诉讼主张　
　三、我国诉讼证明中的“事实论”及其误区　　　（一）“事实论”的表现　　　（二）“事实论
”的误区　　四、刑事证明的对象——诉讼主张　　　（一）诉讼证明对象的界定　　　（二）诉讼
主张作为刑事证明对象的法理依据　　　（三）诉讼主张对刑事证明的影响　　五、刑事证明对象在
我国错位的原因　　　（一）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压抑了诉讼主张　　　（二）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
态的偏颇　　　（三）法律解释技术落后　　　（四）诉讼程序不独立　第六章　刑事证明主体与证
明责任　　一、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辨析　　二、现代刑事证明责任的平台——无罪推定　　　（一
）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选择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构成　　　（三）无罪推定对刑事证明
责任的强制性配置　　三、谁主张谁举证叙说　　　（一）谁主张谁举证的诠释　　　（二）在历史
与现代间的比较　　四、主张者的举证责任分配　　　（一）为何需要分配　　　（二）依据什么分
配　　　（三）举证责任分配的表现形式　　五、证明责任的免除　　　（一）正式承认　　　（二
）司法认知　　　（三）已决的事项　　　（四）推论事项　第七章　刑事证明的目的与证明标准　
　一、刑事证明的目的　　二、刑事证明标准　　　（一）一元化证明标准的局限　　　（二）西方
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依证明责任确定证明标准　　　（四）依诉讼主张确定证明标准　
　　（五）依诉讼阶段确定证明标准　第八章 刑事诉讼主张的证明方法　　一、刑事诉讼证明的特点
　　　（一）程式化证明　　　（二）他向证明　　　（三）证实与证伪并存　　二、事实判断　　
　（一）直觉判断　　　（二）经验判断　　　（三）证据判断　　三、诉讼推理　　　（一）诉讼
推理的含义和特征　　　（二）诉讼推理的分类　　四、法律解释　　五、诉讼争点的发现与整理附
录：关于案件事实的审查与采信——结合实例的分析　一、法院自行调查的法理依据与规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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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自行调查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二）审判权与调查权　　（三）法院自行调查与对抗式庭
审方式　　（四）法院自行调查的合理规范　二、审判官心证形成过程分析　　（一）公诉人举证　
　（二）辩护方的举证　　（三）控辩双方的法庭辩论　　（四）法庭判决　三、裁判的事实根据：
听证事实抑或卷宗材料　　（一）卷宗事实主义及其弊端　　（二）听证事实主义及其面临的困境　
　（三）两难中的现实选择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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