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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刑事庭审实证研究”是我近十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延续。
除了证据法学和犯罪侦查学的研究之外，包括审判制度在内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
领域。
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保持了两个维度：一个是比较研究的维度；另一个是实证研究的维度。
我这些年主持的科研课题可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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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错案与庭审制度
　一、美国的刑事错案与庭审制度中的问题
　二、英国的刑事错案与庭审制度中的问题
　三、中国的刑事错案与庭审制度中的问题
　四、中国刑事庭审制度中的问题原因和对策
第二章　刑事庭审案例的实证分析
　一、刑事庭审案例样本情况的实证分析
　二、刑事庭审案例中公诉方情况的实证分析
　三、刑事庭审案例中辩护方情况的实证分析
　四、刑事庭审案例中审判方情况的实证分析
第三章　刑事庭审中的举证问题
　一、陈家“醉酒驾车案”的举证实录
　二、刑事庭审举证现状的实证分析
　三、刑事庭审举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四、刑事庭审举证制度的改革进路
第四章　刑事庭审中的质证问题
　一、吴英“集资诈骗案”的质证实录
　二、刑事庭审质证现状的实证分析
　三、刑事庭审质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四、刑事庭审质证制度的改革进J路
第五章　刑事庭审中的认证问题
　一、孙伟铭“醉酒驾车案”的认证实录
　二、刑事庭审认证现状的实证分析
　三、刑事庭审认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四、刑事庭审当庭认证制度的改革进路
第六章　刑事庭审中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实证研究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的科学界定
　三、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出庭作证问题
　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程序保障问题
第七章　刑事庭审中的重新鉴定问题
　一、刑事庭审中重新鉴定问题的个案剖析
　二、刑事庭审中重新鉴定问题的实证考察
　三、刑事庭审中重新鉴定的限制与保障
　四、刑事庭审中鉴定结论的审查与认定
第八章　刑事庭审中的远程审判问题
　一、刑事庭审中远程审判的产生背景
　二、刑事庭审中远程审判的实证考察
　三、刑事庭审中远程审判的特点
　四、刑事庭审中远程审判的条件与流程
　五、刑事庭审中远程审判面临的挑战与障碍
　六、刑事庭审中远程审判制度的完善
第九章　刑事庭审中的网络直播问题
　一、刑事庭审中网络直播的价值依据
　二、刑事庭审中网络直播的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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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刑事庭审中网络直播的潜在风险
　四、刑事庭审中网络直播的规范化
第十章　刑事庭审中的量刑制度问题
　一、刑事庭审中量刑程序模式的实证考察
　二、刑事庭审中量刑证据调查的实证分析
　三、刑事庭审中量刑证据调查制度的改革
附录一　刑事庭审制度改革座谈会综述
附录二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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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毋庸置疑，推行当庭认证必须多管齐下。
但是，本章实际上并无力提出一揽子貌似气势恢弘实则不痛不痒的所谓良方妙计。
我们认为，对于当庭认证制度而言，当下最为紧迫也最为重要的工作并非贸然提出建议，而是还需要
更加深入地探寻这一制度得以落实的配套措施和保障措施。
只有当我们将制约这一制度走向实践的各种障碍都了如指掌的时候，再提出对策便已经是轻而易举、
游刃有余的事务了。
本章正是采取这样的思路作了一定的研究，因此也初步获得了日后将这一制度加以有效落实的一些思
路。
结合前文的分析结果，我们将尝试对当庭认证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大致的勾勒。
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愿景的勾画并不是要一览无余地去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只是一种概
括性的前景描绘。
而且，以下论述甚至也不可能对上文都提到的问题进行一一对应的回答。
由于本章第三部分的分析侧重的是从刑事审判程序的角度进行的解读，因此以下分析也将主要从这个
方向进行探讨。
　　（一）区分普通程序与特殊程序　　前文已经指出，庭审对抗不足是造成法官当庭认证缺位的一
大重要原因。
控辩双方的对抗不足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源于刑事审判程序的类型。
目前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已经越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比如一审程序便可以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以
及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
在这些不同的程序中，控辩双方所呈现出来的对抗程度可谓千差万别。
但是毫无疑问，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这些特殊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对抗性要小得
多，因此法官当庭认证的必要性也就随之会大打折扣。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兴起，特别是在我国当前十分强调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推行刑事和解的背
景下，至少在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中控辩对抗性程度还将呈下降的趋势。
因此，强调法官的当庭认证的同时切不可泛化，特别是要区分对抗性比较强的普通程序和其他对抗性
较弱的特殊程序，在普通程序中寻找突破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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