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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次年会上已将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印刷成册供与会代表交流研讨。
会后按照本研究会出版年会文集的要求由作者本人及研究会秘书处对已提交的论文进行了修改、编辑
，并交付出版。
由卞建林和文晓平主编的《建言献策》还收录了卞建林会长在开幕式上的致辞和中国法学会、中共山
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的讲话以及来自中央法、检、公三机关从事刑事司法实务的三位
领导所作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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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司法实践中，还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量刑建议或意见与法院量刑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
量刑建议或意见与法院量刑结果不一致既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由于量刑建议或意见被采纳与否是衡量公诉人业绩的一种指标并事关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切
身利益，因而一旦量刑意见或建议不被法院采纳，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抗诉、上诉、申诉甚至是涉法
上访。
因此，如何正确处理量刑建议或意见与法院判决不一致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尝试采用以下解决方法：一是探索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
具体设想是量刑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具有一定幅度，而不具体到点，以便于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二是进一步增强量刑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切实保障控辩双方以及其他与量刑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主
体能够充分、有效地参与到量刑活动中，有机会发表量刑意见并说明理由。
三是加强判决书中的量刑说理，即法院应当说明量刑的理由，尤其是当法院不采纳有关方面的量刑意
见时，应当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
（四）被告人获得量刑辩护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告人有权参与刑事审判程序并当
然享有定罪辩护权和量刑辩护权。
但是，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在行使量刑辩护权时，常常面临以下问题：一是被告人收集、提供证据
的能力和法律素养存在严重不足，由此导致在庭审活动中，即使审判法官提醒被告人可以提出对自己
有利的量刑证据、发表量刑意见，大多数被告人的反应都是“没有证据”或“没有意见”。
二是律师辩护率不高，且部分案件的辩护质量不高，难以有效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益。
为解决当前我国刑事被告人在诉讼中普遍存在的辩护不力问题，切实保障被告人能够充分、有效地行
使量刑辩护权，《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一是要求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
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
并要求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要依照有关规定移送相关量刑证据材料。
二是扩大指定辩护的范围。
在公诉案件中，特别是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有争议的案件中，被告人因经济困
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三是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加大对被告人的维权力度。
具体做法有：第一，要求法官积极行使释明权，切实履行对被告人的关照义务。
第二，合议庭在必要时，可以调查核实有关证据，维护被告人的权益。
第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对量刑证据有疑问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核实。
除上述问题之外，被害人如何参与量刑活动、社会调查报告在量刑程序中的适用、特殊类型案件如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可能适用死刑的案件中如何进一步完善量刑程序等也是量刑程序改革中需要认真研
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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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言献策: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国法学会刑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文集2010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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