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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刑事鉴定权》从我国司法实践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重复鉴定”现象入手，分析了这种现象
的成因，并且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两大法系国家的鉴定权配置模式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
在分析两大法系国家鉴定权配置改革成败经验的基础之上，反思我国刑事鉴定权配置的现状、存在的
问题及相关改革建议。
全书结构完整、思路清晰，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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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礼明，男，汉族，1965年11月出生，安徽庐江县人。
现任教于广州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副教授。
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领域的研究。
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广东湛江市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挂职)。
目前，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参与编写教材一部；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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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诉讼结构模式与鉴定权配置模式之间存在着大体对应关系。
鉴定权配置模式是基于鉴定权与诉讼结构模式的关系而产生。
从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不同诉讼结构的核心特征出发，形成两类不同的诉讼结构模式，与之相
对应，分别产生“单向鉴定”和“双向鉴定”两种不同的鉴定权结构模式，即本书所谓的“鉴定权配
置模式”。
　　在职权主义诉讼中，调查案件事实的主体是司法官员。
鉴定权作为案件事实的调查权由各类司法官员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分别行使。
在侦查阶段，由侦查官员行使；在审判阶段，由审判官员行使。
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决定了案件事实的调查采用官方单向度调查事实的方式。
民事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直接行使鉴定权。
当事人各方可以申请司法官员进行鉴定，但是否同意则由司法官员决定。
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中，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权是相对于司法官员的鉴定决定权而言的。
这种以不同司法官员在不同诉讼阶段为主导的鉴定权配置模式，本书称做是一种“单向鉴定”。
　　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中，调查案件事实的主体是控诉方和辩护方。
鉴定权由控、辩双方各自行使；法官不行使鉴定权。
双方行使鉴定权既可能发生于侦查阶段，也可能发生于审判阶段（通常在庭审程序之前）。
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决定了案件事实的调查采用控诉方和辩护方双向调查事实的方式进行。
刑事被害人仅仅是控诉方的证人；民事被害人如果涉及民事诉讼，则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因而，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既没有鉴定决定权，也没有鉴定申请权。
这种以控诉方和辩护方为主导的鉴定权配置模式，本书称之为一种“双向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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