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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程序的价值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领域最具方法论意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刑事程序价值论》
对这一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
全书共分为七章，在对刑事程序价值论的主要范畴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具体论及刑事程序的价值
要素、价值构成、价值目标、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重建。
其中，前四章主要涉及刑事程序价值的基本理论，后三章则是以刑事程序价值基本理论为指导的实证
分析。
在后三章中，第五、六章是对我国刑事程序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第七章 则，是以价值选择和价值
评价为基础的价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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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一章 刑事程序价值的基本理论第一节 价值的基本涵义一、价值二、价值与经济价值三、价值
与法律价值四、价值与客体的属性、功能、作用和意义第二节 刑事程序价值一、刑事程序价值的界定
二、刑事程序价值的特征三、刑事程序价值与相关范畴的关系第三节 刑事程序价值与刑事诉讼法学研
究一、刑事程序价值与刑事诉讼目的研究二、刑事程序价值与刑事诉讼模式研究三、刑事程序价值与
刑事诉讼职能研究第二章 刑事程序价值的基本要素第一节 刑事程序价值的主体要素一、刑事程序价
值主体的界定二、刑事程序价值主体的范围三、刑事程序价值主体的特征四、刑事程序价值主体研究
的主要问题第二节 刑事程序价值的客体要素一、刑事程序价值客体的含义二、刑事程序价值客体的外
延三、刑事程序价值客体的发展第三节 刑事程序价值的关系要素一、刑事程序价值关系的一般含义二
、刑事程序价值关系的根源在于主体提出的价值需求三、刑事程序价值关系的基础在于客体提供的各
种属性四、刑事程序价值关系的形成要求主体需求与客体属性达到一致第三章 刑事程序的价值构成第
一节 刑事程序价值构成概述一、关于刑事程序价值构成的主要观点二、刑事程序价值构成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三、以刑事程序的不同属性为标准构建刑事程序价值体系第二节 刑事程序的目的价值一、程序
理性二、程序正义三、程序人道第三节 刑事程序的工具价值一、刑事程序对实体事实的工具价值二、
刑事程序对实体法律的工具价值三、刑事程序对实体结果的工具价值第四节 刑事程序的社会价值一、
刑事程序的自由价值二、刑事程序的秩序价值三、刑事程序的安全价值第四章 刑事程序的价值目标第
一节 关于刑事程序价值目标的一般理论一、价值目标的含义二、刑事程序价值目标三、刑事程序价值
目标与相关范畴的关系四、刑事程序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二节 实体真实：刑事程序的基础价值目标一、
实体真实的含义二、实体真实是刑事程序的基础价值目标三、实体真实在我国刑事程序中的体现四、
我国刑事程序在追求实体真实方面存在的不足五、实体真实的实现途径第三节 司法公正：刑事程序的
根本价值目标一、司法公正的一般含义二、司法公正的过程层面——程序公正的标准三、司法公正的
结果层面——实体公正的标准四、司法公正在我国刑事程序中的体现五、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第四节 
诉讼效率：刑事程序的功利价值目标一、诉讼效率的一般含义二、诉讼效率是现代刑事程序的必然要
求三、诉讼效率在我国刑事程序中的体现四、诉讼效率实现途径第五章 刑事程序的价值选择第一节 
价值选择概述一、刑事程序价值选择的前提——价值冲突二、刑事程序价值选择的理念三、刑事程序
价值选择的标准四、刑事程序价值选择的方法五、确立一种新的价值选择方法——优位价值选择论第
二节 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对立统一与价值选择一、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统一二、司法公正与诉讼
效率的对立三、关于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价值选择的不同观点四、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价值冲突
的理想选择第三节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对立统一与价值选择一、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二、程
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对立三、关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价值选择的不同观点四、程序公正与实体
公正之价值冲突的理想选择第四节 实体真实与人权保障的对立统一与价值选择一、实体真实与人权保
护的统一二、实体真实与人权保护的对立三、关于实体真实与人权保护之间价值选择的不同观点四、
实体真实与人权保护之价值冲突的理想选择第六章 刑事程序的价值评价第一节 审判前程序的价值评
价一、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的主要环节二、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的价值目标三、我国审判前程序在价
值追求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四、我国审判前程序之价值目标的实现第二节 普通审判程序的价值评价一、
我国普通审判程序的主要价值目标二、我国普通审判程序对程序公正的追求三、我国普通审判程序对
实体公正的追求四、我国普通审判程序对诉讼效率的追求五、我国普通审判程序在价值追求上存在的
主要问题与立法建议第三节 简易程序的价值评价一、我国简易程序的运行机制二、我国简易程序的主
要价值目标三、我国简易程序的最低价值标准四、我国简易程序的价值追求五、我国简易程序的价值
实现第四节 救济程序的价值评价一、我国救济程序的价值目标二、我国救济程序对不同价值目标的追
求三、我国救济程序在价值追求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四、对我国救济程序进行改造的立法建议第七章 刑
事程序的价值重建第一节 关于我国刑事程序价值重建的理论分析一、对我国刑事程序进行价值重建的
必要性二、对我国刑事程序进行价值重建的可能性三、对我国刑事程序进行价值重建的针对性——构
建符合价值主体要求的刑事程序第二节 强化法官的价值主体地位一、法官价值主体地位的含义二、法
官价值主体地位的客体化问题三、强化法官价值主体地位的措施四、保障法官价值主体地位的根本措
施是政治体制改革第三节 确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一、人的一般本质是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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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价值主体地位的理论依据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价值主体地位的表现三、刑事诉讼中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价值主体地位的客体化问题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价值主体地位的措施第四节 确
立被害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一、被害人之价值主体地位的理论依据二、被害人价值主体地位客体化的主
要表现三、确立被害人价值主体地位的主要措施四、确立被害人价值主体地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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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刑事程序价值是哲学价值在刑事程序领域的具体反映，在本质上是作
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刑事程序”之间在需求和满足上的一致性，在主体方面它表现为一定
的需要，在客体方面它则表现为一定的属性。
在这里，价值的具体表现是客观的，是客体的内在的固有属性或功能，价值的客体是相对确定的，即
刑事程序，主体是相对宽泛的，包括一切对刑事程序提出具体需要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认为刑事程序的价值主体也是确定的，即仅仅把刑事程序的价值主体定位于
国家，这是极为不妥的。
尽管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一种国家活动，体现了国家的价值取向，但这种诉讼活动所产生
积极作用的影响对象决不仅限于国家，它还可以是各诉讼参与人，还可以是诉讼参与人以外的其他人
，其作用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只要与刑事程序形成价值关系，就可以成为刑事程序
的价值主体。
　　第一，刑事程序价值不等于它的有用性。
如前所述，不少学者把价值定位于事物的有用性上，认为事物是否有价值关键要看它是否在某一方面
对主体有用。
就刑事程序而言，只要它能够满足特定主体的某种需要从而是有用的，它（相对于主体而言）就是有
价值的，反之就是没有价值的。
笔者对此不能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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