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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是祥德博士独立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也是其在博士后研究
报告基础之上对控辩平等问题的深化研究。
作为祥德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既目睹感受了他勤奋刻苦、务实创新的学术态度，又熟悉了解了他正
直友善、表里如一的为人处世。
祥德来法学所的时间虽不长，但却是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双肩挑”的重量级人物。
他不仅作为诉讼法室的研究员在学术研究方面扎扎实实、成绩斐然，而且作为法学系的常务副主任在
行政管理工作中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祥德到法学所不到四年的时间，已经出版了三部个人专著，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
欣闻其新作《控辩平等论》又将出版，嘱我作序，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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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国内外研究控辩平等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填补了世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不
仅突破了诉讼法学界控辩平等主要是“平等武装”传统学说，提出了“平等保护”和“平等合作”的
新的学说，对于控辩平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且提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之下
，世界刑事诉讼发展中关于控辩平等的内涵已经有了崭新的内容”，“平等武装、平等保护、平等对
抗、平等合作之间，相辅相成，共生共长，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控辩平等理论的现代内
涵——以消解国家和个人的纠纷为总目标，以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为基本目的，控辩双方在平等武装
与平等保护的前提之下，在平等的对抗与合作之中，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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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冀祥德，男，汉族，山东青州市人。
法学博士。
曾获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称号。
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法学系常务副主任、教授。
著作有《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婚内强奸问题研究》、《司法制度》、《中国法学教育的
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等，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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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护   （一）平等保护之根据   （二）平等保护之内容  四、平等对抗   （一）平等对抗之根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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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言一、问题之提出因刑事司法运作的失误致使无罪的人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是任何一种刑
事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都难以绝对避免的。
正因为此，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习惯了接受司法机关办理的错案，甚至乐于相信这只是个别司法人员的
“一时疏忽”，是“偶然中之偶然。
”但是，最近从媒体竞相披露的河南胥敬祥案到湖北的佘祥林案以及此前之云南社培武案件等一系列
冤案，事实的真相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们看到了错案的缘起绝非办案人员的疏忽，司法权力被随意滥用，法定程序被置之不顾。
从某种意义上讲，佘祥林等人可以说是幸运的，毕竟他们有了最终得以昭雪的机会。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尚未被发现的冤假错案远远不止这些，对于那些无辜的人，我们又能做些什
么呢？
刑事司法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而且也应当成为公司防范司法擅断、保障
个人自由的武器。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刑事司法过程本身应当是合法的、规范的、它不仅受到实体法的规制，而
且还必须接受程序法和证据法的制约。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的掷地有声的话音犹在耳畔，其实不仅仅限于死刑，我们必须用制度来保证所有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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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控辩平等论》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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