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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出现了以调解方式处理部分轻微公诉案件的改革试点项目。
刑事调解作为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将强制性的惩罚转变为平和司法，其目的旨在有效修复被害人的尊
严和受损权利；促成犯罪人积极承担责任和回归社会；重建社区安全。
　　本书探讨了刑事调解的本质、理论基础及其对刑事规则正义的可能影响；梳理了刑事调解制度的
历史发展沿革；指出了中外刑事调解制度的主要差异。
在全面分析我国当前刑事调解的实践运行状况的基础上，理性地指出了规范刑事调解程序的基本方向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调解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蔡国芹，男，1969年生，江西龙南人。
1995年2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诉讼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6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获法
学博士学位。
现为嘉应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广东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和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和犯罪学。
 
　　先后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在《中国刑事法杂志》、《法学》、《法学论坛》、《犯罪研究》等刊物
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与他人合著有《刑事被告人、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和《破产法案例与评析》(
副主编)，曾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项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调解制度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背景　　二、研究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三、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思路第一章　术
语与内涵：刑事调解及其相关命题　第一节　刑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　　一、社会秩序中的刑事纠纷
　　二、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第二节　刑事调解的基本语义及其性质　　一、刑事调解的语义界定
　　二、刑事调解的实质内容　　三、刑事调解的法律属性　第三节　与刑事调解相区别的几个概念
　　一、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　　二、刑事调解与诉辩交易　　三、刑事调解与恢复性司法　　四、
刑事调解与社区司法第二章　思想与理论：刑事调解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现代刑事司法语境下刑事
调解的理论支点　　一、无害正义理论　　二、程序主体参与理论　　三、刑法谦抑性理论　　四、
诉讼契约理论　　五、刑罚个别化理论　　六、新社会防卫理论　　七、恢复正义理论　第二节　刑
事调解对刑事规则正义的可能影响　　一、刑事调解对法律适用平等原则的影响　　二、刑事调解对
无罪推定原则的影响　　三、刑事调解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影响　　四、刑事调解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
影响　　五、刑事调解对刑罚威慑力的影响　　六、刑事调解对司法程序法治化的影响第三章　历史
与渊源：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考察　第一节　西方国家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概况　　一、西方国家刑
事调解制度发端的社会背景　　二、西方国家刑事调解心理的理论解说　　三、西方国家刑事调解的
主要范式　　四、西方国家刑事调解制度的积极成效　第二节　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的历史演进　　一
、我国古代时期的刑事调解制度　　二、我国近现代时期的刑事调解制度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刑
事调解制度　　四、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节　中西方刑事调解制度的主要差异　
　一、刑事调解制度依赖的经济基础不同　　二、刑事调解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　　三、刑事调
解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同　　四、刑事调解程序的运行架构不同　　五、刑事调解的中心内容不同第四
章　实践与效果：我国刑事调解的复兴　第一节　我国刑事调解复兴的背景分析　　一、刑事调解复
兴的法制动因　　二、刑事调解复兴的社会基础　第二节　刑事调解再复兴的基本表征　　一、刑事
自诉案件的调解比重增加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以调解为主　　三、轻微公诉案件调解的改
革试点增多　第三节　现行试点刑事调解的运行方式和程序特点　　一、现行试点刑事调解的运行方
式　　二、现行试点刑事调解的程序特点　第四节　现行试点刑事调解的收益分析　　一、当事人的
收益　　二、办案机关的收益　　三、社会的收益　第五节　当前刑事调解面临的环境忧患　　一、
现行明确法律依据的空白　　二、报应刑罚理念的深远影响　　三、犯罪人实际赔偿能力的不足　　
四、司法权威的信任危机　　五、调解后帮扶、监督机制的缺位　　六、司法机关考评机制的局限性
第五章　理性与规制：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的应然走向　第一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犯罪趋势与刑事调解
机制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犯罪趋势　　二、犯罪控制与刑事调解　第二节　刑事调解
模式的理性选择：权利保障型刑事调解机制　　一、刑事调解中当事人权利保障的优位性　　二、权
利保障型刑事调解机制的基本要义　　三、权利保障型刑事调解的程序理念　第三节　权利保障型刑
事调解的基本原则　　一、自愿、平等原则　　二、合法、适度原则　　三、社会参与原则　　四、
对话过程与协议结果并重原则　　五、公权适当介入原则　　六、和谈不成不为过原则　第四节　权
利保障型刑事调解的制度化构想　　一、从实体和程序上为刑事调解设立法律依据　　二、全面规范
刑事调解的案件适用范围　　三、明确刑事调解案件的适用条件　　四、确定实施刑事调解的诉讼阶
段　　五、完善调解和谈的组织方式和程序步骤　　六、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七、设置违法
调解的救济程序　第五节　实施刑事调解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刑事调解后的帮扶、跟踪
问题　　二、关于刑事调解的结案率问题　　三、关于调解结案后犯罪人重新犯罪问题　　四、案外
和解与刑事调解的衔接问题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调解制度研究>>

章节摘录

　　①因此，刑事司法不仅要惩罚犯罪，更要保障基本人权。
既要防止无辜的人免受刑事追究，更要保障受到刑事追究的人获得公正的程序待遇。
说刑事司法是一种规则正义，是从司法的效果而言的。
刑事司法发生的前提是被追诉人涉嫌违反国家刑法的规定。
由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对犯罪人提起公诉，就是要以犯罪人受到刑罚惩罚的方式来捍卫法律
的尊严，恢复法律秩序，以体现法律规则的公平性，彰显社会正义。
说它是一种报应正义，则是从刑事司法的内容而言的。
由于犯罪行为在事实上已经给被害人和社会关系带来了损害，从道义上讲，犯罪人就应当为此付出相
应的代价。
虽然早期人类社会的“同态复仇”方式已不再适合时宜，但是由国家对犯罪行为人施加一定的刑罚惩
罚，却是安抚被害人以及社会不满心理的重要手段。
尽管在理论上刑罚的适用也具有教育和改造犯罪行为人的功能，但罪刑相当的刑法基本原则使人们更
倾向于认为刑罚是犯罪的一种因果报应。
　　（二）正义的“有害”与“无害”　　长期以来，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
为中心的刑罚结构，在法律效果上实现了对犯罪的惩处，彰显了社会正义。
这种严格以国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法律适用标准的传统刑事司法，把犯罪看成对国家利益的侵害，
其关注的重点是：对犯罪行为人的刑罚处罚是否适当以及国家法律权威是否得以切实维护，也就是规
则正义是否已在个案中实现。
由于用纯粹的法律术语界定犯罪，回避了犯罪对道德、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具体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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