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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大学于2006年6月23～25日在
北京召开了比较刑事诉讼国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2005年春天在美国纽约召开的比较刑事诉讼国际
研讨会的继续。
来自美国、俄罗斯、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的70余位学者、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以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为主轴，与会专家分八个专题从比较的角度进行了专题发言和
自由讨论。
中国学者从中国目前亟须改革的制度层面出发，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海外学者则结合本国本
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改革经验，对中国刑事诉讼将来的改革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做了谨慎而富
有建设性的建议。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会议综述。
    在与会者发言与评论之外，中外学者也踊跃提交了多篇论文。
陈光中教授领导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小组向大会提交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专家建议稿，并做了详细的
说明。
国外专家应会议的邀请就专门的问题也准备了文章，同时，为了充分了解近年来发生在欧洲大陆、亚
洲国家和地区的方兴未艾的刑事诉讼改革情况，我们还特别选择了综述文章，以介绍和分析近年来这
些国家和地区的改革趋势。
专家们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见仁见智，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限于篇幅，本论文集侧重介绍
了欧陆、前苏东国家以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最新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变迁，并集中讨论了传统上受到
忽略的几个重要问题，例如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定义以及对刑事诉讼的实质影响；侦查手段特别是监
听手段使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证据法和证明过程以及一事不再理等重要原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

书籍目录

主编的导读与说明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方案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重点问题概述（附英文
）各国及地区刑事诉讼法改革趋势　欧洲刑事司法改革趋势（附英文）　逝而复返的控辩式诉讼模式
——意大利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重大变革（附英文）　韩国刑事司法改
革趋势（附英文）　韩国民主化以后尚未完成的刑事程序革命　韩国司法改革的成绩——总统司法改
革委员会关于司法改革的进展和当前的决议（附英文）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
用　无罪推定（附英文）　无罪推定与刑事诉讼（附英文）强制措施及监听手段的使用　我国监听手
段正当化研究　监控的正当程序（附英文）　台湾地区的通讯监察　澳门电话监听手段正当程序化的
理论与实磷　论视听监察的证明力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中之强制处分证据制度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
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问题——兼论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排除
传闻证据的原则一是否切合时宜（附英文）　证人出庭与传闻证据规则：韩国刑事诉讼法的经历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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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重点问题概述陈光中2003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
讼法》的再修改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
为了配合此次立法规划，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陈光中教授主持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课题于2004年初启动。
随后课题组一方面通过国际交流等途径广泛了解和掌握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动态，并于2004年12月
出版了《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一书；另一方面通过国内调研和选择基点进行试点等方
式，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状况。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于2005年9月开始以增、删、改等方式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逐条地提出修改建议
。
课题组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的基本思路是
：（一）坚持民主、科学、创新和务实的诉讼理念，即：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实体公正与程
序公正并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公正优先并兼顾效率。
（二）坚持以宪法为根据。
一方面贯彻和落实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加大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力度；另一方面
，维护宪法权威，坚持在不违背现行宪法的条件下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建议。
（三）坚持借鉴外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坚持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衔接。
《建议稿》重点关注和考虑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如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衔接问题。
（四）坚持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司法实践中明显存在、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诸如刑讯逼供、证
人不出庭作证、辩护难、申诉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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