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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前羁押与保释》以各法治国家审前羁押制度为借鉴，对我国该项羁押制度进行立法分析和实证考
察，试图找出存在的差距及形成原因，并对检察制度应作何调整进行探索，借以完善中国的审前羁押
制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前羁押与保释>>

作者简介

房国宾，男，1967年出生，河南省平舆县人，现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诉讼法专业(刑事诉讼方向)
硕士研究生导师。
本科就读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
现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及证据法学的研究。

曾在《甘肃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河北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
余篇，其中核心刊物论文20余篇。
作为主持人，主持并完成中国法学会2008年部级法学研究课题一项；作为主持人，主持并在研省部级
课题一项；作为主研人员，参与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省部级课题两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前羁押与保释>>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审前羁押的法律定位
 一、各国审前羁押的法律定位
 二、我国审前羁押法律定位之偏失
 三、科学界定我国审前羁押的法律地位
 （一）作为临时羁押措施——刑事拘留的完善构想
 （二）实施捕押分离，并使“审前羁押”成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一员
第二章 审前羁押适用的正当性
 一、审前羁押适用的正当性根据
 （一）维护诉讼秩序，提供程序保障
 （二）预防再犯
 （三）具有保障人权的一面
 二、审前羁押适用的正当性标准
 （一）程序法定原则
 （二）比例性原则
 （三）司法审查原则
 （四）权利保障原则
 （五）司法救济原则
 三、我国审前羁押正当性之不足
 （一）审前羁押适用的任意化倾向，有悖于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二）审前羁押的大范围适用，背离了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
 （三）审前羁押适用程序的行政化，体现了司法审查原则的缺失
 （四）立法于被羁押人诉讼权利规定的不足，有违权利保障原则
 （五）审前羁押救济力度不足，体现了司法救济原则的虚无化
 四、实现我国审前羁押适用正当化的具体构想
 （一）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实现审前羁押适用程序的法定化
 （二）科学配置审前羁押的适用权，借以实现司法审查原则
 （三）确立审前羁押适用主体客观公正的司法理念，确保“比例原则”的实现
 （四）完善相关立法，确保诉讼权利保障原则的实现
 （五）建立相应的惩戒制度，确保审前羁押司法救济原则的执行
第三章 审前羁押的适用标准
 一、确立审前羁押适用标准的理论基础
 （一）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尊重
 （二）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障
 （三）是对“公权力”进行制衡的重要举措
 二、审前羁押适用标准域外之比较
 （一）从适用原则来看，审前羁押的适用只是一种例外，而非普遍现象
 （二）于“罪疑标准”而言，一般要求应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
 （三）就“刑罚标准”来看，审前羁押一般仅适用于重罪案件
 （四）“必要性标准”以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及预防再犯为考量要件
 三、我国立法关于审前羁押适用标准规定之不足
 （一）司法实践当中审前羁押的适用呈普遍化现象
 （二）对于“刑罚标准”，现行立法实质上并无严格的量刑要求
 （三）“罪疑标准”尚未完全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
 （四）“必要性标准”可操作性不强，易导致实务操作中的混乱
 四、完善我国审前羁押适用标准之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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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确审前羁押的适用原则
 （二）增强罪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三）细化审前羁押的“罪疑标准”
 （四）明晰审前羁押的“必要性标准”
第四章 审前羁押的适用程序
 一、各国审前羁押决定程序之比较
 （一）法国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
 （二）德国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
 （三）美国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
 （四）英国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
 （五）意大利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
 （六）日本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
 二、各国审前羁押的救济程序
 （一）审前羁押司法救济的价值基础
 （二）各国审前羁押救济机制之具体举措
 三、我国审前羁押适用程序之反思
 （一）我国审前羁押适用程序之现状
 （二）我国审前羁押适用程序之不足
 四、重构审前羁押的适用权，实现其适用程序的法治化
 （一）完善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实现其适用程序的民主化、公正化
 （二）完善审前羁押的救济机制，强化审前羁押的救济力度
第五章 审前羁押的替代措施——保释制度
 一、审前羁押替代措施的发展趋势
 二、审前羁押替代措施的理论基础
 （一）蕴涵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二）体现了比例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三）彰显了控辩平衡原则的基本内涵
 （四）昭示了诉讼经济原则的基本理念
 三、审前羁押替代措施的必然选择——保释制度
 （一）保释制度的渊源
 （二）保释制度的价值论纲
 （三）保释制度基础之比较
 四、保释制度与中国刑事诉讼
 （一）立法经纬与学界争论
 （二）中国确立保释制度的必要性
 （三）构建我国保释制度的具体设想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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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务当中的前述做法可谓绝对主义刑罚观在审前羁押活动当中的具体影响。
殊不知绝对主义刑罚观亦具有极强的副作用。
因为，绝对主义刑罚观认为：人类是具有理性、良知的动物，对于是非善恶应有分辨能力，对于社会
、他人负有不得侵害之义务。
若违背此项弃恶从善义务，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就应对其加以制裁惩罚。
犹如宗教之间因果循环报应一般，杀人者下地狱，此乃天经地义的惩罚原则。
“以命偿命、以眼偿眼”这句《古兰经》上的圣语是绝对主义刑罚观绝好的明证。
此种刑罚观在法制初创时即有体现，例如《汉谟拉比法典》第196条规定：“倘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
之眼，则应毁其眼。
”第197条规定：“倘折断自由民之骨，则折其骨。
”古罗马森然矗立的铜柱上亦有同样肃穆的规定：“如果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与受害人和解者，则
他本人亦应遭受同样的伤害。
”　　绝对主义刑罚观在实务当中强调刑罚的“溯及既往”的惩罚功能，无视“毖后”的预防功能，
并单纯以惩罚为目的，表现为重刑主义，具体表现为严刑峻法，甚至使用残酷的、非人道的惩罚方式
。
而单纯的为罚而罚，实质上是对刑罚预防功能、改造功能的忽略和抛弃，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及回归社
会；而相对主义刑罚观则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行为的发生。
国家制刑、判刑和行刑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受刑之苦大于犯罪所获得的快乐与满足，最终使人们
畏惧刑罚，不敢触犯刑律”。
因此，作为相对主义刑罚观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
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
“而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虽然贝卡利亚主张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统一，但他更为强调的还是一般预防。
另一位相对主义刑罚观的代表人物——英国法学家边沁进一步丰富了贝卡利亚的思想，他认为刑罚只
是一种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对于犯罪来说制裁不是唯一的，补救的方法应当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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