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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分流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目前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法治建设的走
向具有重大影响。
姜涛的《刑事程序分流研究》对此命题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全书主要特点在于：（1）采取司法现实
主义的态度，把对刑事法价值观的理论反思，真正运用到刑事程序法的制度设计上。
对程序多元和诉讼经济的研究，越过了“坐而论道”、单纯探讨价值观的层面，已经开始关注其在中
国的现实运作问题。
（2）探讨了传统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模式的当代命运，论证了程序分流的现实基础。
作者认为中国刑事司法出现了整体性的“异化”，并指出其深层原因在于“体制”而非“程序”。
持大观念，做小问题，这种研究进路有助于提升部分法学的整体品质。
（3）在研究方法上，较多地采取了法社会学的手段。
从犯罪人、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被害人等各个角度入手，用“人”而非“制度”作为线索统领全
书主体研究，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全书笔力遒劲，卓富识见，实为我国诉讼法学界近年又一新锐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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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分流制度中的角色一、被害人意愿对刑事追诉的影响二、被害人对分流程序的参与：刑事和解制
度第六章　归于理性还是走向恣意——分流制度之构设第一节　中国程序分流制度的整体建构一、国
家追诉政策的观念性转变二、程序分流的时序分布三、程序分流的参与主体四、程序分流的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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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分流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目前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法治建设的走
向具有重大影响。
本书对刑事程序分流作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采取司法现实主义的态度，把对刑事法价值观的理论反思，真正运用到刑事程序法的制度设计上
。
本书还探讨了传统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模式的当代命运，论证了程序分流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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