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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观刑事诉讼法学:法解释学视野下的 》是笔者（万毅）主持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项目“隐形刑事诉讼法2”（NCET—10—0602）的研究成果。
按照笔者原先的构想，《微观刑事诉讼法学:法解释学视野下的 》将沿着前一本书《实践中的刑事诉
讼法——隐形刑事诉讼法研究》勾画的路线，继续探究刑事诉讼法在实践中的运行样态，揭示刑事诉
讼法运行的整体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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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毅，男，重庆北碚人，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
四川大学“985工程”——社会公正与公共危机控制研究创新基地“司法公正与证据制度”研究方向负
责人、学科带头人，四川大学检察制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检察基础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
事、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学会理事。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荣获上海市第四届“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上海市“
曙光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晨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首届“最受学生欢迎教师”、四川大
学“唐立新青年科学之星”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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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技术流”（代自序） 导论：刑事诉讼法解释学 一、刑事诉讼法解释学与刑事
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转换 二、刑事诉讼法解释本体论 三、刑事诉讼法解释方法论 第一章屠龙术，针
线活？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立法技术检讨 一、条文“打架” 二、条文“裸奔” 三、条文“
错位” 四、条文“模糊” 五、“题”不对“文” 六、立法用语问题 结语 第二章“敌人刑事诉讼法”
？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国两制”立法模式质评 一、问题之提出：“一国两制”与“敌人刑事
诉讼法”？
 二、问题之分析：“敌人刑事诉讼法”概念之批判 三、问题之解决：“一国两制”立法模式及相关
法条质评 结语：并非多余的话 第三章刑事诉讼“犯罪地”管辖原则的法解释问题——一个刑事诉讼
法解释学的范例 一、“犯罪地”是否包括“犯罪结果地” 二、“犯罪地”是否包括“犯罪预备地” 
三、“犯罪地”是否包括“销赃地” 四、“犯罪地”是否包括“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 五、几类特
殊类型犯罪中“犯罪地”的解释和认定 结语 第四章刑事辩护制度修改后的若干法解释问题 一、问题
之提出：刑事辩护制度改革与法解释的重要性 二、辩护律师是否承担举证责任——新《刑事诉讼法》
第35条的法解释问题 三、辩护律师能否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复制的案卷材料——新《刑事诉讼
法》第37条第4款的法解释问题 四、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新《刑事诉讼法》
第33条和第41条的法解释问题 五、法院是否可以禁止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新《
刑事诉讼法》第194条的法解释问题 第五章辩护律师的独立性问题——以李庄案二审为中心的分析 一
、问题之提出 二、讨论之前提 三、分析之思路 结语 第六章“强制措施”概念之修正——基于《刑事
诉讼法修正案》的反思 一、问题之提出：我国传统强制措施概念的缺陷 二、问题之考察：比较法上
的强制处分概念 三、问题之解决：强制措施概念之修正及若干争议问题之释疑 第七章“不强迫自证
其罪”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策略与技术 一、问题之提出：立法问题还是法解释问
题 二、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不同的解释方法、不同的结论 三、“硬冲突”与“软着陆”：立法者
的解释策略与艺术 四、“软”冲突及其调和：法解释上的“容忍”及其底限 结语：关键是防止“恶
意解释” 第八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释读 一、解读“非法证据” 二、“刑讯逼供”的规范解释 三、“
反复自白”的效力 四、解读“瑕疵证据” 五、“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法理研判 六、“王朝案
”中的证据法难题 第九章守住人权保障底限——《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秘密搜查制度之批判
一、问题之提出 二、理论界对秘密搜查之争议 三、秘密搜查违背诉讼法内在法理，本身不兼容于法
治国理念 四、域外侦查中搜查不公开的实践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秘密搜查有本
质区别 五、应通过明文列举方式限定秘密侦查措施的范围 第十章解读“技术侦查”与“乔装侦查”
——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的规范分析 一、问题之提出：基础概念解释对于法条的重要性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解释问题 三、“乔装侦查措施”的解释问题 结语：呼唤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的“技术流” 第十一章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司法底限——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一、诱惑
侦查的合法性问题 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 三、诱惑侦查合法化后的证据法和实体法问题 第十二
章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 一、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 二、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 
三、独立没收程序的举证责任问题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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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的实质，是对于新刑事诉讼法相关法条含义持完全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而之所以出现不同的解释，根本上乃因为争论双方对同一法条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法。
例如，公、检、法实务部门之所以坚持反对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调查取证权，就是因为他们在解
释方法上选择了对新《刑事诉讼法》第36条进行孤立的文义解释，其具体解释进路是：既然新《刑事
诉讼法》第36条是对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从事辩护活动的内容与范围的授权性规定，而从该条文的字
面意思看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调查取证的内容，那么，根据文义解释方法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辩护
律师在侦查阶段就不得行使调查取证权。
而律师界之所以主张新刑事诉讼法已经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则是因为律师们坚持应对新刑事诉
讼法相关法条进行体系解释，即将第36条与第33条、第40条以及第41条联系起来进行体系解释，通过
对其前后相关条文内涵的分析和解读来揭示第36条的确切含义，而不能孤立、片面地解释该法条。
 何种解释方法更具合理性呢？
笔者更赞同律师界的观点，即认为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理由主要在于，就该问题而言，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更具合理性。
诚如德国学者鲍曼所言，文义解释的作用最为有限，必须与其他解释方法配套使用。
在可能文义的界限内，文义解释并不当然具有优先效力，实际上文义解释的作用相当有限。
这表现在：（1）当法律用语的含义明确、单一时，需要其他解释方法来检验文义解释的结论正确与
否；（2）当法律用语含义模糊、多义、变迁或致不合理性时，文义解释具有多种结论或与其他解释
方法结论不一致，在可能文义的界限内应采纳其他解释方法的结论。
尤其是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讲，法条的确切含义有时必须联系前后相关法条的语境才能确定，尤其是同
一部法律内部前后法条之间不能出现矛盾、冲突，因此，前后法条的解释必须协调一致。
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40条中“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等立法用语，我们可以合理推知，立
法者是要求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收集到这三类关键证据时有义务告知检察机关，而在侦查阶段收集
到三类关键证据时则应当告知“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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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观刑事诉讼法学:法解释学视野下的》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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