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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法治统一旗帜下，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部法治发展的独特性。
在中国将保障人权提升到宪法原则的高度时，在西部地区对刑事案件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进行专题调
研，不仅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法治化水平，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整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
调查主要围绕法治国家与律师关系、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在西部8个省、市、自治区展
开，涉及上万人。
调研结果显示，虽然西部民众及公检法等部门工作人员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国家建设有较高的认同
度，但对刑事案件人权保护、律师作用与权利的认识却存在一定问题。
刑事诉讼中变相限制或剥夺律师权利、损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正当权利的现象，提示我们实现法治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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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丹冰，现为西北大学法学院和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经济法、商法学、经济法学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法学评论》、《知识产权》、《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期刊发
表论文50余篇，出版《金融法》、《入世后，中国金融法律的理论与实务》、《经济法学纲要》等著
作10余部。
主持国家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司法部、中国法学会、陕西省社科规划等各类教学科研项目50余
项。

　　荣获陕西省优秀中青年法学家、陕西高校巾帼建工标兵等奖项1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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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大家的重要观点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总报告
 一、引言
 二、调研背景和意义
　　（一）西部地区法治发展是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的基石
　　（三）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
　　（四）刑事诉讼人权保护专题调研有利于法治发展研究的深化
 三、调研方法与调研对象特征
　　（一）调研方法
　　（二）调研对象选取与特征
 四、对法治国家与律师关系的认识
　　（一）对法治国家与律师关系调研的原因
　　（二）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
　　（三）对法治国家基本含义的理解
　　（四）对律师在法治国家中作用的认识
　　（五）对律师在普通百姓追求公平与正义过程中地位的认识
 五、对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认识的调研
　　（一）公众对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的认识
　　（二）少年对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的认识
　　（三）公安民警对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的认识
　　（四）检察官对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的认识
　　（五）法官对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的认识
　　（六）律师对刑事诉讼中自身作用的认识
 六、刑事诉讼律师工作八个专门问题的调研
　　（一）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权利的落实与认识
　　（二）律师阅卷权的执行与认识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执行与认识
　　（四）对律师申请回避的感受与认识
　　（五）对律师伪证罪的认识
　　（六）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真实义务与保密义务的认识
　　（七）对刑事审判中律师与公诉方地位平等的感受
　　（八）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执业环境的评价
 七、对策与建议
第二章 少年们的想法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少年报告
 一、引言
 二、问卷分析
　　（一）少年对法治国家与律师关系的一般认识
　　（二）对刑事案件中律师及其作用的认识
 三、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一）法律知识较为欠缺
　　（二）权利意识淡薄
　　（三）缺乏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
　　（四）缺乏一种较为宽容的心态和正确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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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城乡差别明显
 四、改进意见
　　（一）强化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
　　（二）促进少年权利意识的形成
　　（三）培养少年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四）试着让他们学会将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区分开
 五、小结
第三章 普通民众的观点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公众报告
 一、引言
 二、公众对法治国家与律师关系认识的调研分析
　　（一）调查目的
　　（二）调查数据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三、公众对律师职业认识的调研
　　（一）调查目的
　　（二）调查数据
　　（三）调查结果分析
 四、公众对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认识的调研
　　（一）公众对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发挥的一般认识
　　（二）公众对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作用发挥的具体认识
 五、保障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发挥的构想与对策
　　（一）进一步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
　　（二）提高公民参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兴趣和程度
　　（三）促进全社会认同律师是法治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良好氛围形成
　　（四）在真实义务与忠诚义务、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的基础上科学界定辩护律师的职责
　　（五）依法明确律师享有执业豁免权等权利
第四章 公安民警的观点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 调研公安报告
 一、引言
 二、数据分析与研究
　　（一）调研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二）对法治国家与律师关系的认识
　　（三）对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的认识
　　（四）对刑事案件中律师工作状况的认识
 三、调研结论与对策
　　（一）完善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二）完善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
第五章 检察官们的观点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检察报告
 一、调研基本情况
　　（一）课题组开展工作情况
　　（二）调研对象选取与基本特征
 二、对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的分析
　　（一）对法治国家与律师关系的认识
　　（二）对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的认识
　　（三）对刑事案件中律师执业权利和工作状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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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立法，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二）明确赋予律师刑事豁免权
　　（三）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四）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为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的发挥提供制度保证
第六章 法官们的观点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法院报告
 一、引言
 二、调研基本情况
 三、调研结果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对法治国家与律师关系的认识
　　（二）对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的认识
　　（三）对刑事案件中律师工作状况的认识
　　（四）辩护律师在刑事审判中处境不佳的成因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正确认识律师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与角色定位
　　（二）防范辩护律师执业环境恶化的对策
 五、小结
第七章 律师们的观点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律师报告
 一、引言
 二、数据分析与研究
　　（一）调研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二）律师对于法治国家的认识
　　（三）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基本权利
　　（五）律师的绝对真实义务
　　（六）律师伪证罪
　　（七）律师协会的作用分析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立法进一步保护律师的人身权利
　　（二）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三）充分保障和完善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
　　（四）适时废除律师伪证罪
　　（五）加强律师协会的作用
附录一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查问卷
附录二 法院和检察院调研数据对比分析
附录三 2000～2010年间我国律师伪证罪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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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 刑事诉讼是公民个人与
国家机器的对抗。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主要涉及和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密切相关的被羁押者权、获得公正审判权等
。
 按照人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分类，人权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基
本生活水准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环境权等；二是公民权与政治权，包括人
身权、被羁押者权、获得公正审判权、宗教信仰自由、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
这两类权利可以进一步衍化为各种具体的权能。
 被羁押者权、获得公正审判权等，都属二于二公民生命权与自由权的范畴。
公民生命权是指公民享有生命不被非法剥夺、危害的权利，它足最基本的人权。
因为生命权是公民享有一切权利的基础，是公民的最高人身权益。
如果生命权得不到保障，公民的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
公民自由权足指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社会各界对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关注，是与业已发生的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密切相关。
网络的发达，让更多的普通中国民众知道了类似赵作海案这样的冤假错案，黄亚全、黄圣育、丁志权
、杜培武、王树红、余祥林、李化伟、腾兴善、张虎、张峰、焦华、王浩等名字，也因此为与他们没
有关系的人们所熟悉。
应该说相对于聂树斌而言，上述案件的当事人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毕竟在真凶落网、遇害人复活的
情况下还能重享自由，而真凶落网后的聂树斌，在命丧黄泉十余年的今日，仍无法为自己欢呼这应该
到来却迟迟不能到来的正义。
 痛定思痛，不难发现这些冤假错案的形成，有以下四个共同特点：一是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不仅发生在嫌疑人身上，还发生在证人等案件相关人身上。
刑讯逼供的发生，除了“有罪推定”思维模式的影响之外，还是命案侦破政绩化的具体体现。
因刑讯逼供所取得证据的应用，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是许多法律上所确立的原则和机制被司法实践的“潜规则”规避和架空。
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设计了公、检、法分别负责侦查、起诉、审判的互相制约的三角
体系，2012年我国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但司法实践中，公检法联合办案、提前介入
和政法委“协调办案”却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这种公检法流水作业，才未能制止漏洞百出的冤假错案。
三是律师的作用被忽视。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似乎每一个冤假错案背后，都有一个律师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辩护意见被忽视
甚至权利被限制或者被剥夺的故事。
四是当事人申诉权不彰、纠错问责不足。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上述冤假错案的形成特点和原因，那就是与这些案件相关的、执掌国家公权力的机
构和人员，缺少对公民权利的基本认识和尊重，缺少“命大于天”的生命意识。
上述案件中的这些当事人，正是用他们的天降横祸、丧失自由、行走在死亡边缘、失去生命，向我们
提出了法治国家进程中刑事诉讼人权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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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西部法制发展报告: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2012)》包括了普通民众的观点——“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公众报告；大家的重要观点——“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
状况”调研总报告；少年们的想法——“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少年报告等内容。
《中国西部法制发展报告: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2012)》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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