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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时代怎样发展，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像人，这是人道主义的精髓。
现代性的观念使人们形成了万物不再永恒的感觉与态度，即便是成形的思维定式，大多也被一个一个
地粉碎，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将随着年轮一圈一圈地旋转，而后或痕迹定格或烟消云散。
伴随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定期地转型与改变，从尊重走向怀疑，从敬畏走向背叛，从确定走向否决。

　　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其法律的内容与形式渐进定型，随后不断地被更迭与重组，人
们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模式以国家司法模式为主导，以协商性司法模式为补充，以后又出现恢复性司
法模式。
刑事司法三大模式的生成与演进是人们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从低级到高级的层层递进、相互补
充的结果。
这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刑事司法理念发生剧变的结果。
人们由最初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不断向内外伸展，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效率、宽容、
宽恕等这些普世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广泛接纳，因此促进了刑事司法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与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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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资源的极大消耗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形式中，双方当事人是高度对抗的关系。
为了体现对人权的保障，法律在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权利保护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公权力的行使，
复杂而严格的证据体系和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发达的辩护制度使控诉方感到两个让他们极为头痛的问
题：首先，国家需要为诉讼投入更多的资源，因为对抗会使每一个案件的处理程序变得冗长和复杂，
时间、精力和财力的增加更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下的检察官面临着比职权主义
诉讼结构下更大的败诉风险。
而对于辩护方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即使犯罪嫌疑人有能力承担讼累，但是长
期的拉锯战也会使其身心俱疲。
　　这样，当事人双方都迫切需要一种控辩双方诉前协商机制的存在，通过这一制度既可以使大量的
刑事案件在进入正式的审判程序之前就已经得到解决，有限的司法资源可以投入到更为棘手的案件中
，又可以使控辩双方对诉讼结果有着一定的掌握，这样可以同时解决当事人主义诉讼中的高投入和高
风险双重问题。
协商性司法正是应这种需求而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商性司法是控辩双方为了克服当事人主义诉讼的过分对抗所带来的风险而进行的
理性选择。
　　正是因为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对双方协商的内在需要，因此美国的刑事诉讼从20世纪20年代开
始，连续出现了三个经典判例，逐步奠定了协商性司法的基础。
这三个案例就是在1935年作出了有关证据开示的第一个判例，即莫尼案件；在1966年作出了有关沉默
权的第一个判例，即米兰达案件；在1970年作出了有关辩诉交易的第一个判例，即布雷迪案件。
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判例分别确立的证据开示制度、沉默权制度和辩诉交易制度精巧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共生关系。
由证据开示走向辩诉交易，便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首先，证据开示制度使得辩诉交易的需求更加现实、具体。
一方面，控辩双方通过证据开示分别掌握了对方有可能在庭审中陷己方于尴尬的证据，诉讼的风险意
识在个案中得到急速地增强；另一方面，在证据开示过程中，双方实际上也在预测着自己的胜诉机会
。
这两方面的心理态势，经过证据开示过程中所形成的合作与协商的和谐环境的催化，由证据开示走向
辩诉交易，便是水到渠成。
反过来，辩诉交易的成功实践又促进着证据开示制度的成长，因为辩诉交易中所要求的基本诚信，是
促成控辩双方公平诚实地进行证据开示的内在动力。
其次，在规定沉默权的同时，建立鼓励犯罪嫌疑人不沉默的法律机制。
在寻求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价值平衡的现代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制度在弥补沉默权制度的负面效应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美国将沉默权制度贯彻得非常彻底，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真正行使沉默权的却非常少。
反过来看，辩诉交易制度同样不可能离开沉默权制度而存在，因为正是沉默权制度充分保障了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而这一点正是辩诉交易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证据开示、沉默权、辩诉交易三项制度互相支撑，使得大量的刑事案件还没有走进正式的诉讼程序之
前就已经被辩诉交易解决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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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司法模式的生成与演进》是笔者李卫红2008年申报并获批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重大课题《刑事
司法模式的生成与演进》结项成果的升华版，该课题是以已经发表的论文的形式结项的，其中的六篇
文章成为本书一些章节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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