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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到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我十五年来研究程序正义理论问题的成果总结。
我对程序正义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撰写博士论文之时。
早在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期间，我就以《刑事审判程序结构研究》为题，开始涉足法律程序价值这一领
域。
当时，通过阅读美国学者戈尔丁的《法律哲学》以及罗尔斯的《正义论》等著作，我对于法律程序的
公正性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对这一题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进入博士学习阶段，随着对西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有了愈加深入的了解，在中国当时各地法院推
行“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大背景下，笔者产生了将刑事审判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想法。
然而，面对当时“诉讼构造理论”、“诉讼目的理论”、“诉讼主体理论”纷纷兴起的现状，在没有
太多理论积淀的情况下研究“刑事审判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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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程序正义理论的专著，书中包括了：程序正义理论的兴起、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
、程序正义价值及其局限性、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对尊严理论的论证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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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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任兼
职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学士(1989)，中国政法大学硕士(1992)，中国政法大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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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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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法基础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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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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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性制裁理论》(2005)； 
    《法律人的思维方式》(2007)；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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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诸多法律程序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国家司法机构为解决业已发生的利益纠纷而制作司法裁判的
程序。
在现代社会中，利益纠纷的解决可以有多种途径，如通过协商（negotiation）方式解决，通过由第三
方主持进行的调解（mediation）方式解决，通过由纠纷双方共同选择的仲裁者举行的仲裁（arbitration
）方式解决，或者通过由国家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裁判方式解决。
这几种纠纷解决方式都可以被纳入法律程序的轨道。
但是，与其他几种纠纷解决方式不同的是，司法裁判程序具有最为典型的三方构造形态——控辩双方
以面对面地进行理性的论证、辩论、说服、协商及交涉的方式进行集中的对抗，作为第三方的裁判者
代表国家参加和主持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在听取和采纳双方证据、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独立的裁判结论
，从而对公民个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即民事纠纷），个人与政府部门之间发生的纠纷（即行政纠纷）
，或者个人与国家整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即刑事纠纷）作出权威和最终的解决。
裁判过程尽管包含着控辩双方横向的对席辩论和质证，并且裁判者要尽可能地将控辩双方的证据、意
见和主张纳入其裁判结论的形成根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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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
　　——英国法谚权利法案中的大多数条款都是关于程序的规定，这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主要区别。
　　——[美]道格拉斯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是给败诉方制定的，程序正义是为被剥夺利益的一方提
供的挑战裁决权威的工具。
　　——陈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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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程序正义理论》：法学名篇小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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