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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践论中共有8篇文章。
分别对我们忽略了的“民情腐败”以及“民事审判的效益与成本分析”、“刑事辩护效果差的症结何
在”等问题以实践的视角进行了研讨。
另有一篇《证据的冲突与价值的选择》对“奸淫幼女犯罪”司法解释以真实个案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
。
《法律的底色》就《今日说法》评析的案例以独特的视角做了深度分析，进而就我们习以为常的“冰
冷”或“无情”的法律，提出能否添加充满人文关怀意味的“温暖的底色”。
    七年心路，一朝成书。
学问道上，渐行渐深，犹入森林。
有一种隐喻般的感觉：“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就在这学术登临的征途中，时常念及在天目山看到参天古木时的那种震撼：笔直如削、粗壮无比、
昂然向天！
震撼更在于如奥修所言一棵树想要到达天空，根就必须进入更深的地下；震撼不仅在于一排排古木让
我以具象直观的方式感知人类大师在历史的深处指引相伴的身影；震撼更在于这些巨木承接阳光雨露
，无须登顶，一心向上，超拔本身即是高度，可见立处皆真！
    犹在于学术不仅是学者心灵幸福的事业和心怀于民而广济天下的抱负，更在于是一个国度的精神领
路人、导师和良心，能为人们提供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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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理念论  效率与程序和谐论    一、问题的缘起与指归    二、效率观念的导入·程序公正的指向·和
谐的哲学理路    三、程序对效率的立法定位    四、“司法流程”中效率与程序冲突的实证分析    五、
和谐论：给予程序与效率以革旧鼎新的结论  论良法的恶性循环    一、实证分析：通过案例审视良法的
恶性循环    二、从法理与法社会学进一步反思良法的恶性循环    三、若干启示与全新法律理念的重构  
质疑“不枉不纵”    一、“枉”与“纵”：四种模式的简要分析    二、追溯与反思：对烙有时代特征
教材语境的版本解读    三、摒弃“不枉不纵”的多维度论证    四、没有结束的结尾  刑事诉讼的时空支
点：权利平衡论——被害人权利保障新论    一、背景与现状：对被害人权利失衡的深度分析    二、原
理和价值：权利平衡论的要义    三、和谐及创新：权利平衡视阈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制度创新  惩罚与
保障：并重还是侧重——兼论我国刑事诉讼理念的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二、对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
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检视    三、惩罚与保障：侧重还是并重    四、倡导“侧重论”——侧重
保障人权    五、结语  仲裁概念考    一、研究仲裁概念的价值    二、对现有仲裁概念的检讨    三、统一
的仲裁概念及其向度  仲裁理念论    一、为什么要研究仲裁的理念    二、我国应确立怎样的仲裁理念    
三、结语  法治的时间刻度——以苏力的名义为学术辩护    一、回顾与小结    二、以苏力的名义为学术
辩护    三、结语  论执法时代的到来    一、立法时代的标识与立法时代的执法    二、位移于执法时代的
必要性与必然性    三、位移于执法时代的价值及其深远的现实意义程序论  名案经典：程序公正的实证
分析与原则的创制    一、由名案到经典：一起不寻常的刑事案件凸显程序公正的价值    二、程序公正
为何如此重要    三、余论：名案经典创制出新的“推定无罪”原则  质疑“发回重审”    一、检索与甄
别    二、质疑与评析    三、结论与建议  诉权的维护及其限制——兼论建立我国滥诉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一纸诉状将某某推到了被告席上”合理吗?    二、我国滥诉问题面面观    三、建立我国滥诉赔
偿制度的必要性  程序的配套与部门法的衔接——以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为例  建构我国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    一、检视我国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界说与立法现状    二、建构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考虑的因素    三、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设想  论我国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一、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渊源及其内涵    二、对我国现行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    三、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二、真实个案的案情    三、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中的分歧意见    四、克服两种有缺陷的行为定式，在价值层面做出合理选择    五、
结语  法律的底色——以《今日说法》案例所做的法社会学分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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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质疑“不枉不纵”　　多年来，我们研究刑事诉讼中存在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
但是，毋庸讳言，不少重大的理论问题，或者不少带有“顽症”的实践问题，最终都指向了体制的层
面，于是戛然而止，徒叹或不谈而已。
因之，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范围，开出的“药方”也囿于小修小补的境地。
大抵是笔者孤陋寡闻，惊讶于鲜有人质疑过“不枉不纵”的正当性。
这项一直占据要位的刑事政策，可是造成许多刑事弊端的源头啊。
不枉不纵，真的毋庸置疑吗？
　　一、“枉”与“纵”：四种模式的简要分析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就其实质，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
这枚硬币就是刑事诉讼的目的。
在“犯罪控制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惩罚犯罪，与之相应的价值选择是安全至上；在“法律正
当程序”的英美法系国家，强调保护人权，与之相应的价值选择是自由至上。
如果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作为两极，就有“枉”与“纵”的对应。
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理念，穷尽可能，有四种：宁枉毋纵；宁纵毋枉；可纵可枉，或既枉既纵；不枉
不纵。
　　先说宁枉毋纵。
中外对此的理解反差太大。
它的常态是，“当面临是‘冤枉一个好人’还是‘放纵一个坏人’的判断困难时，大陆法系国家通常
倾向于前者。
换言之，侧重于安全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
在我国，这种模式最典型的表述，或者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行为方式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
个”。
这种在历史上曾大行其道的株连，在白色恐怖岁月里的至上指令，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被奉为经典的信
条，将时常在历史的回眸中灼痛我们的双眼。
因之，宁枉毋纵，好像已是历史的陈迹被我们唾弃，但问题的复杂性往往超出我们善意的想象。
如果对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惊天冤案稍做换位观察，就会令人沮丧地发现，宁枉毋纵依然还像幽灵一样
存在，如影随形地黏附在司法的灵魂上，并以惩罚犯罪这一“合法”的幌子，招摇在“法制”的天空
下。
对此，我们虽然连篇累牍地检讨过立法的不足，也多方位分析过司法实践的症结所在，进一步，也关
注到了良法的恶性循环。
但我们恰恰忽略了造成诸多刑事诉讼弊端的源头，没有揭开隐于立法和司法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实质理
念：不枉不纵“做不到’：后走向的宁枉毋纵，或者既枉既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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