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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春伊始，新年的脚步已经渐闻渐近，奥运的气息也愈加浓郁。
值此之际，经过半年的酝酿与遴选，《诉讼法学研究》第十三卷也已如期定稿。
本卷共设10个专栏， 收录了24篇文章。
为契合近年来我国学界开展实证研究、关注域外实践的清新学风，本卷除了继续保留诉讼专论、司法
制度研究、域外法制等传统栏目以外，还特别开辟了实证调研、域外判例专栏，以飨《诉讼法学研究
》的旧友新知。
“博士生论坛”专栏发表了向燕的《刑事公诉中的沟通与合意——以被害人利益保护为视角》一文。
文章从三个案例出发，引出了传统刑事司法的缺陷及问题的原因，以思辨的笔触，探讨了合意在诉讼
中存在的正当性，合意在刑事司法中现存的一些具体形态与纯粹的合意的不足之处，基于强制与合意
在理论基础与实践操作上的互补性，提出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引入合意的机制，建立强制与合意
混合的司法模式的构想。
该文视野开阔，着眼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选择，其对刑事审判三方结构、案件的社会特征、恢
复性司法的不足、法执行实现的目标等细节问题的引入与分析， 三颇具新意，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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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法学研究（第13卷）》以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促进诉讼法学科的融合为特色。
具体方针如下：第一，鼓励对三大诉讼共同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第二，推动诉讼法学与其他法律学
科的融台，鼓励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诉讼问题，就诉讼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第三，推动国
内诉讼法学与港澳台诉讼法学研究的沟通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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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07年年会综述／卞建林顾永忠田心则日韩司法制度考察报告实证研究／日韩司法制度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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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6年3月，经过长期的酝酿，我国刑事诉讼法做出重大修正，并于199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迄今已
逾十年。
十年间，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刑事诉讼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作为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世
人所关注，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人宪，则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民主和人权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同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在实施中暴露出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也迫切需要通过修改立法加以改革与
完善。
有鉴于此，本届全国人大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立法规划，目前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进入关键阶
段。
如何遵循刑事诉讼的自身规律和内在机理，因应当代刑事诉讼法治的改革趋势和发展潮流，并立足我
国国情和司法现实，进一步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加
快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进程，是人们对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期待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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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法学研究(第13卷)》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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