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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司法实务界、社会公众甚至是执政党对于刑事司法行为正当化越来越关注
。
中国刑事司法行为能否实现正当化、如何实现正当化开始成为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和内容。
作为我从西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到四川大学任教的最早一届本科生，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赵开年对
刑事司法行为展开了深入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这当然值得充分肯定。
　　分析、判断刑事司法行为有不同的视角，但是司法行为正当化本身确是诸多视角都难以回避的。
正当化虽是一个大词，但不是一个新词，写作类似刑事司法正当化的著作很容易陷入我称之为新意识
形态法学的研究之中。
《刑事司法行为研究：以刑事司法行为正当化为中心》作者从正当化入手，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分析了中国刑事司法行为的结构化体系，特别是提出了刑事司法行为正当化的判断标准、判断场域
与改革路径等，我认为这都体现出作者的学术贡献。
如作者提出，要认识和改进刑事司法行为，有必要清楚刑事司法行为的结构体系，考察刑事司法行为
的正当化，然后有的放矢地研究刑事司法行为的正当化改革路径。
又如，作者认为，中国刑事司法行为的正当化结构，包括目标体系、规则体系、主体体系、交换体系
、资源体系和责任体系六大体系。
上述种种无疑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当然存在可以商榷之处，但是其进行学术创新的尝试的确值得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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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国家社会建设目标对于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刑事司法具体处理的技术性措施的影响。
我们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在司法政策方面甚至于在
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等方面作出了原则性和具体性兼备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检察机关要按
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认识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对检察工作的重要
指导意义，在对严重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对犯罪分子依法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挽救的尽量挽
救，能从宽处理的尽量从宽处理，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
作为检察机关的一员，作者对普遍实行的刑事和解制度也与传统上认为的“花钱买刑”做了较为清晰
的划分。
如大检察官朱孝清认为，“刑事和解与'花钱买刑'最根本的界限就在于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赔礼道
歉，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经济赔偿是真诚悔罪的应有之意，但是如果当事人以降低刑罚标准作为赔偿数额的条件，那么就证明
其赔偿之意在于'买刑'，也就违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即使其达成了所谓的和解协议，也将不被
允许”[1]。
但是刑事和解一般都是被害人要求司法机关对于加害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作为刑事司法行为重要部分的审查逮捕权的行使也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
也逐步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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