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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通过建构一套严密的刑事司法体制治理腐败，这是当前反腐倡廉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于腐败的治理来说，应当是标本兼治，这已经成为共识。
现在，制度反腐败的思路已经基本形成，我还应当进一步地强调法治反腐败。
这里的法治主要是指刑事法治，包括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
惩治腐败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使腐败犯罪受到法律的应有惩罚。
由此可见，法治反腐败应当成为我国治理腐败的基本思路。
    本书主要从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建构的视角，为腐败法洽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提供了学理上
的资源，对于治理腐败犯罪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义之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法律既指实体法也指程序法。
因此，“刑不上大夫”与现代法治原则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刑上大夫，对于腐败犯罪在刑事司法方面应当充分关注其特殊性，以便建立起具有效率的惩治腐败犯
罪的刑事司法制度。
    本书带有某种历史的视角，历史叙述占有相当的篇幅，古今中外的反腐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所涉猎，
具有某种大视野，为我们观察与思考我国当前反腐刑事司法制度提供了借鉴，开阔了视野。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而是带有学术普及性的作品，其读者范围将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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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匡科男，1967年生，汉族，法学博士。
现任中共四川省纪委第四纪检检监察室副主任。
 
    近年来在《检察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反腐败的专论数篇。
其中《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论要——以资产追回为视角》(合著)被收入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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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程序分合：国外早期刑事司法制度　　“刑上大夫”并不是中国国粹。
西方两大法系的早期和其他文明的起源阶段，至今尚能隐约追寻治腐惩贪的断简残牍。
如果说刑事诉讼的核心，是对宣示或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通过一定方式并最终以裁判的形式加以惩处
的程序技术。
在西方刑事诉讼史上，针对公职人员的这种程序技术从一开始起就具有特殊性，并与整体刑事诉讼程
序时分时合。
　　第一节　大陆法系：正规刑事法庭　　起源于对索贿罪的审判　　王政时期的罗马，一切审判权
均操在民社之手，亦即操在国王之手。
在审判日，国王登上审判场所的“法官坛”，坐在“车座”上审判案件或发布命令。
他的校尉站在两旁，被告或“两方”站在他面前，由国王宣布审案开始，并主持案件的审理，与同来
的元老磋商后进行宣判。
有时，在案件提出后，国王可将处理和判决此案的事情交给他的代表，这些代表通常选自元老院。
《建城以来史》记述了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38年至670年间一次审判的情形：凯旋归来的英雄豪拉提乌
斯激愤中杀死了他的妹妹，被抓到国王图鲁斯那里进行审判，国王在召开人民会议时说：“我依法指
定二人团来宣判豪拉提乌斯为叛国罪。
”依照法令产生的二人团审判后宣布：“布伯利乌斯·豪拉提乌斯，我宣判你为叛国罪。
利克托尔（刽子手），去，捆住手。
”正要行刑时，豪拉提乌斯说：“我要上诉”。
于是通过上诉在人民面前审判，在诉讼过程中，豪拉提乌斯的英雄气概和他父亲的眼泪感动了人们，
最终被宣判无罪。
这个事例说明王政时期的罗马，审判权在国王，国王可指定代表审判，对审判结果不服可向人民上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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