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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诉讼法学与证据法学的研究，在保持活跃、升温、开放的理论研究与诉讼实务
相结合的基础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拐点——一个迫切需要寻找并确立主体自治性的转折时期，一个
需要确立新坐标或可以确立新坐标的时期。
这一判断的潜台词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走过的轨迹相
适应，我国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通过自我扬弃、寻找参照系的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在侧重英美法系成熟制度、经验的借鉴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之间，曲折前行
、审慎取舍乃至不免尴尬的未定型的过程。
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正悄然地发生剧变，一个越来越自信和自主的中
国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与之相应，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和制度性建构的背景性因素也大大改变。

中国法学的“主体自治性”命题，不再是一种理想化或简单自尊型的诉求。
中国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飞速发展，使中国具备了与其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成长性最好的经济体地
位相适应的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力量。
主动参与、影响乃至制定世界规则，将是中国的必然作为。
中国因素已渗入反恐、反腐、维和、能源、生态、通信、人权、卫生、知识产权等领域，乃至足以影
响世界整体的秩序图景。
这种因素，不仅仅体现在话语权层面上，参与规则的制定甚或制定以中国本土为适用主体的规则(如通
信、生态、人权、知识产权方面)，都将可能成为国际视阈的一个结构性组成：因此，确立中国法学主
体自治性坐标，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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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无论各种学说的具体分歧如何，我们从中都可以看出程序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司法公正的内容绝不仅限于实体的公正，还应包括程序的公正。
其实，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应有轻重之分。
但程序公正从实体公正中独立出来，并以自己的可操作性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使实体公正已
经失去了在诉讼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司法公正的体现在于诉讼过程而非诉讼结果”的原因所在。
诉讼程序公正的力量和权威同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程序自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二是程序的公正性
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有效的保障作用。
或许有人认为，现代刑事程序设计复杂和详细且费用高昂，追求程序正义可能牺牲效率，未必适应我
国的现实司法需要。
这种疑问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有其理论市场。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现代法治已经孕育并理性地发展了程序法律运行，运用程序法律是现实法
律最直接的社会对法治认同的制度标志乃至是形成一般法律意义上的最大法律市场；而且，现代程序
所发生的费用只是一种选择性的代价；任何理性的国家并不以现代程序来取代一切其他纠纷解决机制
；何况程序内部也存在为一般人民所易于使用的多种选择。
因此，在不妨碍人民的处分和选择自由的前提下，设置一套严格的程序来保证社会过程的合理性和正
义，显然是有益而无害的。
但最重要的理由还在于，有效的、公正的和独立的程序价值所发生的司法成本和当事人费用相对于无
程序保障的恣意司法的社会后果而言，毫无疑问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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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的法哲学反思:从典型制度到基本范畴》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
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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