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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既是探索未知领域之路途，个人品格之表达，也为兴国之利器，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大背
景下，恐怕尤为如此。
毕竟，一百多年命运多舛的中国近代史，和国人谋求民族振兴、学术昌隆的梦想，是一个让当代学人
任其如何潇洒和毅然也走不出的背景。
　　近代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先有清廷大举洋务，推行实用科学，苦心孤诣造就“同治中兴”，然而甲午之败，让人不免慨叹国家
之积贫积弱不只在于器物，也在制度和人心，对“百代尤行秦法制”之弊，认识日深，于是立宪制，
开国会，倡共和，修律法。
然而以中国之老大帝国，难有小国“船小易调头”之利，沉重的传统，也不易收获一转百转、立竿见
影的效果，中国转型之艰，历时之久，似乎是国运使然。
　　然而我们在奋力前行。
中国早巳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共同体”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她对秩序的需要，也愈来愈依赖于制度
的力量。
据此视角，新中国的六十年亦可一分为二：前三十年百废待兴、徘徊探索，后三十年踌躇满志、励精
图治。
其间法制的昌明与否，几乎也成为时代进步与否的风向标，法制兴隆则国泰民安，法制衰微则万马齐
喑。
下一个三十年将如何？
中国恐怕要从谋求经济富强转入以构建现代法治文明为中心的历史阶段。
即便以我们最可为之自豪的经济成就而论，当放权让利所能获致的功效愈来愈有限时，其继续维持也
需要以坚实的民主法制为保障，否则可能有功亏一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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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在理念和具体制度设置上都过于强调“有错必纠”，给
生效裁判的安定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②再审理由的不明确、不具体和程序规范的缺失使得实践中再
审的提起、启动和审理都有很大的恣意性，随意启动再审和任意拒绝启动再审的现象同时存在，当事
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保障；③实践中，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及其领导对再审的启动和裁判有着
重要的影响，这不利于保障司法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对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根基、诉讼构造和具体设置进行较为全面、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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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括说来，这三种观点或者认为生效裁判具有创制实体法之效果，或者认为生效裁判有使实体法
律关系最后确定之效果，或者认为生效裁判有赋予当事人真正实在之权利的效果，但无论何种学说，
都为生效裁判之确定性提供了有力之论证。
　　有关“法的空间”的理论与这三种观点思路与结论类似，但是更为动态，更强调程序进程。
从诉的提起开始（具体权利要求的设定），经过争议之点在法律意义上的形成（要件事实的确定），
以及证明、辩论和上诉阶段，到判决的确定，具体案件的处理可以视之为一个“法的空间”的形成过
程。
与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和无限开放相比，“法的空间”具有封闭性、自缚性和终结性。
在“法的空间”的形成过程中，程序的逐渐展开以获得具有既判力的决定为目标且有强烈的不可逆性
。
也就是说，一方面，程序的展开对于当事人和法官具有拘束性，即当事人应接受该程序，法官不能随
意宣称已经完成的程序不算数而要求从头再来；另一方面，判决一旦得到最终的确定，即获得不可更
改的效力，该判决所针对的具体纠纷原则上也不能再次成为诉讼的对象。
这意味着程序的展开过程本身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种观念的构成物，即区别于现实生活空间的所谓“
法的空间”。
这个空间一旦形成就不能直接依现实生活中的根据随便推倒重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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