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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初，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程序性制裁理论》。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笔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并在法学理论界
和司法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包括“程序性制裁”、“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辩护”、“程序性上诉”在内的学术表述得到了普
遍的接受，诸如“通过宣告无效来制裁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思想也得到人们的重视。
在学术层面上，有人甚至将本书所提出的程序性制裁理论与此前出现的程序价值理论、诉讼构造理论
视为刑事诉讼法学的三大基础理论。
就其学术价值而言，程序性制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版图，就刑事诉讼程序
的实施问题提炼出一套可用于学术交流和对话的概念体系。
而有了这套概念体系，研究者在讨论问题时就可以逐步摆脱对策法学的桎梏，不会动辄仅仅关注“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问题，也不会被诸如“刑讯逼供”、“证人不出庭作证”等方面的制度难题
所困扰。
研究者完全可以透过这一系列制度和实践现象，发现制度形成的规律，寻找那些造成诸多法律现象的
理论线索。
如今，在该书第二版行将面世之际，笔者有必要使书中那些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以更为准确的语言得到
梳理，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程序性制裁理论的精髓。
同时，对于该书在第一版成书时存在的一些缺憾作出尽可能的弥补。
例如，为有效地压缩本书的篇幅，笔者将附在正文后面的三篇资料性文章予以删除，以便使读者集中
关注笔者就中国问题所作的理论分析；考虑到2003年的“清理超期羁押运动”只具有十分有限的意义
，对后来的影响也不是十分显著，笔者将第一版中的“程序性违法的运动性治理”一章予以删除，以
便让读者了解那些更具创新性的学术讨论；鉴于中国迄今仍未建立“宪法性救济制度”，那种将较为
严重的程序性违法视为“宪法性侵权”的观念，还主要存在于部分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之中，因此，
笔者没有在第二版中继续保留资料性较强的“宪法性权利的司法救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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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以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作者运用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成因以及官办治理程序性违
法行为的主要办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评论。
作者讨论了实体法律责任制度的缺陷，论证了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正当性和理论基础，分析了巾同现行
的程序性制裁制度的主要不足，并就程序性制裁制度的完落以及与程序性制裁有关的程序性裁判、程
序性辩护、程序性上诉等制度的重构，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设想。
本书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程序性法律责任”、“程序性裁判”、“程
序性辩护”、“程序性上诉”等一系列新的法学概念，初步形成了一个以权利救济为中心的程序性制
裁理论。
本书在学术上的开拓和创新，拓展了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版图，有助于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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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华，男，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囤政法人学学士（1989），中国政法大学硕士（1992），中国政法人学博士1995），北京大学法律
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1995-1997），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2002），1997年起往北京火
学法学院任教。
研究领域主要有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程序法祭础理论。
独立出版的著作有：《刑事审判原理论》（1997，2004），《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2000，2005），
《看得见的正义》（2000），《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2003，2008），《程
序性制裁理论》（2005，2010），《删事诉讼的中国模式》（2008，2010），《法律人的思维疗式》
（2008），《论法学研究方法》（2009），《比较刑事诉讼法》（2010）。
2004年11月，获得中国法学会第四届“十火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2010年3月，获得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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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四、程序性辩护  五、程序性上诉  六、程序性制裁理论的开放性相关文献  一、中文部分(按作者姓
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二、英文部分(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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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同时，可以向一审法院移送“主
要证据”的复印件和照片。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除了出示这些已经在开庭前移送的证据以外，还可以将其他据以支持公
诉的证据当庭提交给法庭。
而在开庭结束后的三日之内，检察机关还要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移交给法院。
但是，考虑到所谓的“主要证据”是由检察机关自行确定其范围的，一审法院无权以检察机关移送的
证据范围未达到法定要求为由，拒不开庭审理。
这就造成了检察机关事实上拥有对“主要证据”的范围加以解释的权利。
由于目前几乎所有言词证据都是以“笔录”的形式在法庭上进行宣读，一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乃
至被告人供述笔录的调查还采用了“摘要式宣读”的调查方式，因此，公诉人在法庭上就经常不将全
部起诉证据予以出示，法庭对控方证据的调查实际流于形式。
而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检察机关可能有意无意地将某些重要证据放入案卷材料之中，并移送法院合议
庭。
合议庭在对本案证据加以审核时，并不只是根据当庭经过调查、质证和辩论过的证据作出裁判结论，
而是将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据与检察机关移送来的案卷材料一并加以分析。
结果，一些未经过当庭调查和质证的证据就可能成为法院判决的根据，并被引用进一审法院的判决书
之中。
这是近年来中国刑事审判制度存在的显著问题之一。
本案就属于这种一审法院将未经当庭质证的控方证据引用为判决根据的典型案例。
作为一审法院重要判决根据的证据，那份“代理保险业务协议”既没有被检察机关在开庭前作为“主
要证据”移送给法院，也没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检察机关出示在法庭上，更没有接受控辩双方的质
证和辩论，最后竟然被一审法院引用为定案的根据。
很显然，这种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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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的研究是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的可贵尝试，体现了一种“
从经验到理论”的研究思路，为原创性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在学术上的开拓和创新，拓展了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版图，有助于刑事诉
讼基础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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