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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下流行的“刑事一体化研究”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在制度、规范层面的联系与互动于很大
程度上仍为视觉“盲点”，主观事实的证明则通常只被简化为实体法研究的一个前提。
本书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视角，深度探讨了刑事主观事实的证明问题与实体法规范（及解释论）
的关系，并对如何有效地化解主观事实的证明困境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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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方面，在实体法上取消某些难以证明的主观要素，或者建立“推定”型的构成要件，则能够
在相当程度上化解证明的困难，有助于诉讼证明任务的实现。
　　刑法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也体现在诉讼程序领域：　　罪行的轻重，必然对受到比例性原则限
制的审前羁押，对管辖法院、指控方式乃至诉讼程序、证据调查方法等具体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死刑
的废除，则足以使得死刑复核程序完全不必存在，如此等等。
　　刑法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主要是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媒介而实现的。
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作为科处刑罚根据之“概念性规定”或“指导形象”的犯罪构成要件，同
时也是整个诉讼法的指导形象：首先，在诉因制度下，诉讼法方面所谓的“应当成立犯罪的事实”必
须理解为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亦即犯罪构成事实；刑事程序中形成实体的全过程，都是以刑法分则
相应条款的构成要件为指导形象进行的；对于应当成立犯罪的事实，必须经过特别严格的证明。
其次，诉讼法上的案件管辖、犯罪地裁判籍、公诉时效的期限及起算点等，也要由构成要件性事实来
确定；合并管辖、诉讼系属、既判力等各种关系中，决定其重要性的、案件的单一性与同一性的因素
，都是以构成要件为基准的；即使纯程序的问题，如紧急逮捕、现行犯的处置、拘留、必要的辩护、
代理人的出席等，也都是根据构成要件性事实的轻重此外，普遍认为，构成要件具有推定违法和推定
责任的机能（征表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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