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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正与效率不仅是21世纪法院工作的主题，也是整个司法工作的核心和灵魂。
笔者是在同一含义上使用公正、效率与人权保障的提法的。
笔者认为，实现了公正与效率，也就等于实现了人权保障，反之亦然。
实现公正效率和人权保障的目标，就必须遏制司法腐败，进行司法改革。
具体到刑事诉讼中，司法改革涉及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调整与重构，其职权、地位的重新认识和
定位，还涉及司法机关与权力机关（人大）、与执政党、与社会监督等多方面的问题。
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方面，审判方式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整个司法体制。
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本书的主旨就是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司法的主题与灵魂，力图在一审程序中为实现这一目标，为构
筑司法公正的大厦绘制蓝图、奠定基础。
本书主要论述的是一审程序中的实务问题，每一章都着重分析、评价并试图解决至少一两个实务问题
。
希望通过笔者的比较、剖析、阐述，提出建议和见解、途径与对策，能够为司法改革、司法公正略尽
绵薄之力，可谓“我为公正鼓与呼”。
    本书除绪论外，共分九章。
    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书的选题理由、研究目的和方法，并对现行审判方式的改革、存在的问题等
作了简要评析与宏观评估。
    第一章是关于行使审判权的人或组织，包括合议庭、独任审判员、审判长、院长、庭长、审判委员
会等的职权与定位——关于审判组织问题。
审判权由法院行使，归根结底是由审判组织（人）来行使，因此，由什么样的审判组织来行使关涉公
民生命、自由、财产等最基本、最重要权利的审判权，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笔者主张，应当对现行审判组织形式加以改革，优化法官队伍，提高全体法官素质，包括政治、业务
、道德品质等方面的素质。
具体说，要最终取消审判委员会，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用法官选任制代替审判长选任制，使法官真
正成为有职有权、“审”“判”同一的独立主体，成为社会的“精英为，成为良知与正义的化身。
本章阐述了在审判委员会暂时还不．能取消的情况下，如何改革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工作职责、
工作方式等问题；阐述了在法官选任制暂时还难以施行的情况下，如何发挥选任审判长、独任审判员
的作用，协调处理选任审判长与合议庭、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第二章是关于民众参与司法、体规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关于陪审问题。
陪审是民众参与司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长期以来，陪审制在我国的运行效果不尽如人意，主张改革甚至废除的呼声很高。
笔者主张，我国应建立陪审团制，对重大有影响的案件，由陪审团决定事实（定罪）和法律问题（量
刑），不仅一审中可以使用陪审团，而且二审中也可以使用陪审团，因为我国的刑罚普遍偏重且可以
适用死刑的条款偏多。
    第三章是关于一审程序的启动阶段——关于案件的接受与庭前审查问题。
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存在着一个庭前审查程序，以决定案件是否接受等问题，
解决的是能否把被告人交付审判的问题。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接受和庭前审查问题的规定，虽比以前有所改进，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如
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程序性审查，并没有排除法官的预断等，且由于许多配套改革措施没有跟上，审
判（庭审）方式改革的目标难以实现。
因此，笔者提出了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主张重新设计、重新定位庭前审查程序，设立预审庭，使之真
正成为限制公诉方滥用诉权，避免不当起诉，避免轻易把被告人送上法庭审判，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的过滤，把关装置。
    第四章是关于法庭审理阶段的若干问题——关于法庭调查与交，叉询问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强调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加强庭审的对抗性，把重心放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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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这一特定时空内，因此，控辩双方如何举证、质证，法官如何正确看待和行使法官庭外调查权，如
何认证就成了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本章对质证、认证、庭外调查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
特别对交叉询问规则这一被称为发现事实真相的最佳装置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消除我们对这一规则的
陌生感、神秘感，从而使我们能够熟练地操作它、驾驭它，使之同样成为我国控辩式庭审中发现事实
真相的最佳装置。
文中对交叉询问的价值、主要内容、主询问、反询问、诱导性询问等特有规则、技巧及在我国确立的
设想、配套措施的完善等进行了研究和论证。
    第五章是关于律师辩护权的生存困境问题——关于庭审辩护的障碍与困惑。
控辩式庭审要求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加强庭审的对抗性，“功夫在庭上”。
为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控辩双方地位对等、“平等武装”，否则，检控方过于强大，辩护方过于弱小
，则新的庭审方式将置被告人比以往更为不利的境地。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控辩双方严重失衡，根本谈不到平等武装，其表现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现象
大量存在，屡禁不止；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很大限制，如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
难等问题，甚至有许多律师因履行辩护职责而身陷囹圄，蒙受牢狱之灾。
本章着重介绍了我国律师辩护制度所处的困境，实践中关于律师辩护权行使的障碍与困惑，以期引起
“疗救”的注意。
笔者在文中呼吁，当前亟须解决阻碍律师辩护权行使的诸多障碍（陷阱），包括观念的更新、制度的
完善、立法的修改（如刑法第306条的制约性条款，刑事诉讼法和公、检、法三家的司法解释中关于行
使律师辩护权的诸多限制等）。
也就是说，现在应着重解决保障辩护权行使的基础问题，排除障碍，消解困惑，这些问题不解决，将
严重损害我国的辩护制度，也根本谈不到律师辩护的艺术（技巧）等问题。
    第六章是关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童要配套措施之———关于证据展示问题。
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积极对抗、竞争，法官客观中立。
为做到这一点。
固然有许多措施需要跟上，但证据展示问题无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
只有确立证据展示制度，才能确保律师阅卷权，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目标。
本章介绍了英、美、意、日等国的证据展示制度，设计论证了我国建立这一制度的方案，如证据展示
的范围、时间、地点，违反证据展示义务所应负的法律责任，控辩双方关于证据展示争议的裁决机制
等。
    第七章、第八章是关于体现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如加强判决理由等问题——关于刑事判决改革问
题。
控辩式庭审要求控辩双方公开举证、质证，法官公开认证、公开说理。
加强判决理由就是公开认证（在不能当庭认证时，应当在判决书中讲明认证理由）和公开说理的体现
。
因为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新刑事诉讼法在原来的有罪和无罪判决之外，增加了一种“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
判决，体现了疑罪从无精神。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判决，都必须加强判决理由，加强说理，因为判决是体现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
文中主要围绕加强判决理由问题进行了深入。
详细的分析、阐述，分析了不讲理的判决书产生的原因、危害、表现形式，介绍了我国裁判文书发展
的历史脉络及域外的立法与实践，提出了加强判决说理的九项具体措施。
    本章还对法院变更起诉指控罪名问题进行了论述。
笔者认为，法院有权改变起诉指控罪名，根本原因就在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权的内涵就是定
罪和量刑。
因此改变起诉指控罪名甚至宣告无罪自然是定罪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法院有权改变起诉指控的罪名，但要遵守一定的程序步骤，要遵守不告不理、控审分离、有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一审程序理论与实务>>

被告、确保被告人辩护权等原则。
    第九章是关于体现诉讼效率追求的问题——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创立了简易程序，体现了诉讼效率的追求。
大力发展、广泛采用简易速决程序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
控辩式庭审是一种昂贵的、耗时费力甚至是奢侈的程序，所有案件都适用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必
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实现繁简合流。
    本章主要对简易程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阐述，提出了解决办法，并对实践部门创造的
“普通程序简易审”进行了介绍和评析。
总之，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线）就是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追求司法公正。
本文所论及的一审程序中的问题均围绕这一主题（线）展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来进行论证
。
    本书主要侧重于实务问题，对纯理论范围的东西，没有过多涉及，没有刻意追求形成一个封闭的、
自成一家的体系。
对司法改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侦查体制、检察体制的改革与重构问题，法院机构设置，法院体制的
非行政化、非地方化，法官的素质、培养、职业化及各种保障，刑事审判的基本特征、基本原则等理
论性问题，由于众多”学者的论述已经非常充分，对某些问题如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等大家的见解
趋于一致，故笔者对此没有过多涉及，对一些约定俗成的理论原则、制度等，甚至没有对概念加以界
定，而是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直接引用，如公正、正义、效率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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