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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迟到了三年的小书。
它记录了我从2005年以来的点滴思绪。
　　2005年9月至2008年1月，我有幸进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黄京平教授
。
作为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主体，本书凝结了黄老师的许多心血。
　　感谢导师张文教授一如既往的学术关怀。
感谢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陈兴良教授、梁根林教授在论文答辩和评阅中给予的启发和教益。
　　本书的不少章节经过修改，先后发表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律科学》、《环球法
律评论》、《中国刑事法杂志》、《浙江大学学报》、《江苏社会科学》等刊物之上。
要感谢各位编辑老师的辛劳和提携。
　　还要感谢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的资助。
感谢我所在的事业共同体——复旦大学法学院提供的学术与物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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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5个章节，主要对刑事和解的成长与复兴、刑事和解的基本主张、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刑
事和解的制度构建及对刑事和解的批评与反批评作了介绍。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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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宇，男，1976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
中山大学法学学士(1998)，中山大学法学硕士(2001)，北京大学法学博士(2004)，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研究(2005～2007)。
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曾先后主持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司法部、上海市等部级研究课题五项，并在《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其中，约十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代表性著作：《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
 
    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广东省公安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中外法学》(2000～2007)优秀论文奖等学术奖励，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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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问题、范畴与结构  一、问题  二、范畴    (一)纯粹模式与最高模式    (二)刑事和解与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中的和解    (三)刑事和解与刑事自诉中的和解    (四)刑事和解与刑事案件的私了    (五)刑事和解
与辩诉交易    (六)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三、结构第一章  刑事和解的成长与复兴  一、刑事和解的复
兴背景    (一)被害人的重新发现运动    (二)监狱矫正的失败    (三)司法资源与效率的不足  二、刑事和解
的发展状况    (一)刑事和解的现代萌芽    (二)刑事和解的当代发展    (三)刑事和解的国际化运动  三、回
溯中的思考：刑事解纷方式的历史轮回    (一)历史的谬误：前国家时期的“刑事和解”    (二)隐形的力
量：国家时期的“刑事和解”    (三)强劲的复兴：当代的“刑事和解”    (四)刑事解纷方式的历史轮回
第二章  刑事和解的基本主张  一、刑事和解的犯罪观    (一)两种观察模式    (二)一个历史谎言    (三)社
会危害性理论的再反思    (四)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再清理    (五)被害人同意理论的再检讨    (六)方法论
的再评价  二、刑事和解的责任观    (一)传统责任论的危机与转机    (二)刑事和解的责任观    (三)刑事责
任方式之扩展    (四)刑事责任目的之重塑    (五)迈向多元而能动的刑事责任观  三、刑事和解的司法观   
(一)何谓司法？
    (二)司法类型的比较——八组关系的互动显现    (三)简要的小结第三章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一、刑
事和解的理论内核    (一)参与制民主    (二)整合性耻辱    (三)合意型解纷    (四)社区型司法  二、刑事和
解的哲学根基    (一)平衡理论    (二)叙说理论    (三)恢复正义理论    (四)思考与讨论第四章  刑事和解的
制度构建  一、引入的必要性    (一)刑事诉讼体制的缺失    (二)刑事和解方式的优长  二、引入的可行性  
 (一)当代政治基础    (二)传统文化基础    (三)现有制度基础    (四)实践运作基础    (五)可能的障碍  三、
引入的整体思路    (一)整体方案    (二)基本步骤  四、引入的具体方案    (一)和解的适用范围    (二)和解
的前提条件    (三)和解的适用阶段与法律效果    (四)和解的基本步骤与内容    (五)和解的监督救济    (六)
和解的中立机构  五、和解体系与传统诉讼体系之关系    (一)三种安排    (二)整合的困难    (三)孰主孰次
第五章  对刑事和解的批评与反批评  一、漠视正当程序  二、损害公共利益  三、削弱预防机能  四、违
反平等原则  五、适用范围受限  六、实践效果有疑  七、剥离自愿性  八、刑法民法化  九、法网扩大化 
十、社区虚幻化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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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对于传统的刑事法理论而言，“刑事和解”将带来怎样的颠覆与挑战？
应当看到，“刑事和解”围绕犯罪、刑事责任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与传统理论均迥然不同。
比如，关于犯罪的理解。
传统刑法理论以国家与社会为关注焦点，倾向于更为间接和远距离的抽象分析。
而“刑事和解”则以具体被害人为关注中心，确立了某种极为直接和近距离的观察模式。
这种观察模式的提出，会使一系列的传统命题极为可疑：犯罪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真如传统理论所
言存在截然两分之界限？
抑或两者根本就是性质上难从甄别的“交织之物”，外延上混沌而渐进的“流动过渡”？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否真在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还是说，个人法益之损害也是必须考虑在内的重要关节？
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难道真的仅限于“国家”与“犯罪人”？
“被害人”与“社区”能否被绝对排斥在外？
再比如，关于刑事责任的理解，“刑事和解”在刑事责任之基本目标、承担对象、承担方式等问题上
都根本不同于传统理论。
人们总是认为，“惩罚”与“矫治”是刑事责任的两大价值诉求。
然而，“刑事和解”促使我们思考，在“惩罚”与“矫治”之外，将“法益损害之恢复”作为刑事责
任之目标是否可能？
在刑事责任的承担对象上，传统的见解认为，乃是犯罪人面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发生于
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某种法律关系。
然而，这样的理解窃取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完全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
。
因此，刑事责任的承担到底是仅仅面对抽象的国家，还是也应面对活生生的被害人？
在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上，我国主流学说始终认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有两种：刑罚与非刑罚方法
。
大陆法系也是类似的双元组合：刑罚与保安处分。
然而，刑事和解的出现，是否会打破既有的格局，并形成某种“刑罚、保安处分及刑事和解三元并立
的刑事效果体系”？
应当承认，“刑事和解”的出现，促使我们不得不在根本意义上全面反思既有的刑事法理论，并带来
某种更为能动、多元、开放的理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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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迟到了三年的小书。
它记录了我从2005年以来的点滴思绪。
2005年9月至2008年1月，我有幸进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黄京平教授。
作为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主体，本书凝结了黄老师的许多心血。
感谢导师张文教授一如既往的学术关怀。
感谢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陈兴良教授、梁根林教授在论文答辩和评阅中给予的启发和教益。
本书的不少章节经过修改，先后发表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律科学》、《环球法律评
论》、《中国刑事法杂志》、《浙江大学学报》、《江苏社会科学》等刊物之上。
要感谢各位编辑老师的辛劳和提携。
还要感谢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的资助。
感谢我所在的事业共同体——复旦大学法学院提供的学术与物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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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解"刑事和解"》编辑推荐：复旦法学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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