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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于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之中，在研究方法的掌握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要真正实现“思维的跳跃”，研究者就不能满足于简单的“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
”或者“多因多果”的具体分析，而应尽力找出那些具有理论辐射力的变量因素，使之对一系列问题
的发生具有较为普遍的解释力。
比如说在刑事程序法失灵问题的分析中，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条足以对各种程序规避问题都具有解释
力的“理论线索”，并使得程序规避问题与该项理论线索之间的因果联系得到充分的阐释，那么，所
谓的“因果律”其实也就不难推导出来了，研究者的理论贡献也就随之而得到了确立。
    以上就是笔者对法学研究方法问题所做的一些总结，也是对本书的研究脉络所概括的一些提要。
本书的写作历经了三年之久，几乎所有各章的精华部分都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
坛》等杂志上发表过，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引证效果。
在收入本书出版时，笔者对各章又进行了修订、调整和补充，使得很多文章的篇幅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不仅加强了理论上的论证，而且补充了很多必要的论据和经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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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意义上的“模式”，又可称为“样式”或者“模型”，是研究者对某一
事物的结构状态经过高度抽象所做的理论归纳。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模式分析通常只关注那些足以代表事物本质属性的基本要素，而对该
事物的一些具体特征或细枝末节则往往忽略不计。
模式分析经常具有比较考察的属性和功能，可以被研究者用来对两个处于同一层面的事物加以比较分
析。
因此，当我们说某一事物形成某种“模式”的时候，往往都会将另一个对应物或者参照物归人另一个
“模式”之中。
　　在以往的刑事诉讼理论中，有关刑事诉讼模式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尤其是在美国的赫伯特·帕克教授提出“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的两个模式理论之后，这一问题
曾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并有一系列新的模式理论出现。
继帕克之后，美国学者格里菲斯又提出了“争斗模式”与“家庭模式”的理论，旨在对帕克的模式理
论做出补充和修正。
当然，围绕着刑事诉讼模式问题，美国还出现了戈德斯坦的“纠问模式”与“弹劾模式”、达马斯卡
的“阶层模式”与“同位模式”等一系列模式理论。
这些模式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英美法和大陆法中的刑事诉讼制度做出了新的类型化分析。
　　本书拟根据刑事诉讼中的对抗与合作的状态，提出一种新的诉讼模式理论。
在笔者看来，自贝卡里亚以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都在倡导一种以无罪推定为基础的司法哲学，辩
护制度和建立在口供自愿法则及传闻证据规则基础上的证据制度，是这一司法哲学的制度保障；而沉
默权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这一司法哲学走到极致的结果。
这一司法哲学发生作用的前提，是存在诉讼立场直接对立的控辩双方。
其中，控诉方要追求刑事追诉效果，并将说服法院定罪判刑作为自己的诉讼目标；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则将推翻或削弱控诉作为本方的诉讼方向。
对于这种基于控辩双方的对抗而发生作用的司法模式，我们可称之为“对抗性司法”。
从1996年以来，中国普通审判程序的改革一直朝着发挥庭审作用、加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方向迈进
。
在近期的刑事司法改革中，以保障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确立排除规则为核心的各项制度设计，也
无一不是维护控辩双方有效对抗的保障。
而按照一些法学研究者的设想，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应当全面贯彻无罪推定的理念，扩大嫌疑人、被
告人的辩护权，确立嫌疑人在侦查人员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建立口供自愿规则
和传闻证据规则，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
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明确主张按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确立沉默权制度和
“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很明显，无论是从法学者所持的诉讼理念、立法构想还是从中国刑事诉
讼制度的近期改革动向来看，“对抗性司法”的理念切切实实地存在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之中，并将
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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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丛书由中国法学会和法律出版社共同推出，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评选出的数十位杰出中青年法
学家在其入选后而作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这十数年来中国中青年法学家们的创研记录，呈现世人。
　　一切为了思想。
　　本书引入了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模式化进行了分析，也提出了一些旨在
揭示中国刑事诉讼之特性的模式概念。
本书并不局限于对法律条文之优劣得失的讨论，而是立足于对问题的存在及其成因的客观解释，尽量
关注刑事程序法的“实施状况”，将“社会中的法律”而不是“书本中的法律”作为研究的对象；本
书也不满足于对各种诉讼问题的技术性描述，而试图透过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实和现象，来揭示出那
些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深层结构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尽可能地上升为概念和理论。
　　编者　　任何开创性的法学研究都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敏锐地发现中国本土的法制经验，
并对这种经验做出深入的总结和概括；二是在总结中国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
，从而对这种经验的普遍适用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从经验事实、问题、中国经验到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也是社会科
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陈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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