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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探讨了在现代社会中刑事诉讼主体制度建构的价值基础——以人为本的主体性理念，从主体
性原则、人文主义、市民社会、自然法理论等角度进行了阐释和论证。
其次，分析了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主体制度建构的基本原理：程序主体性原理、分权制衡原理以及诉讼
民主原理。
然后，以前述原理为基础，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主体制度现代提出了渐进性的改革和完善方案。
最后，运用主体性理论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改革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辩诉交易的确立、刑
事公诉案件的调解、减刑假释程序的司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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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从学术渊源上看，刑事诉讼主体这一范畴是从德国经日本、前苏联、我国台湾传人大陆法学界的
。
①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刑事诉讼主体的概念、划分标准、范围曾经有过比较广
泛的讨论，②但讨论的问题局限于诉讼主体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警察、律师是否或
能否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等等。
近年来，在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中，随着司法改革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和广泛展开，在传统的刑
事诉讼目的、价值、结构、程序、实务中的问题与对策等继续得到深化研究之外，与刑事诉讼主体相
关的研究有所增多，如检察权的性质、司法权的性质、法院制度、律师制度等相关研究，但专门系统
地从诉讼主体角度研究刑事诉讼主体的论文比较少，专著可以认为没有。
⑧    就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看，其诸多刑事诉讼法教科书一般分为主体论、行为论、客体论、程序论
等内容，但在主体论一部分中的内容局限于介绍刑事诉讼立法中关于法院、法官、检察机关、检察官
、司法警察、被告人、被害人等相关规定(主体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
从立法体例的情况看，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的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采
取了主体、诉讼行为这种立法体例。
在主体一部分中规定了法院、检察官、司法警察、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民事当事人等内容。
显然，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教科书体例和意大利、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体例都只是将
参与刑事诉讼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予以抽象总结，形成概念范畴，是一种典型的概念法学思维方式。
    总体上看，刑事诉讼主体理论在我国台湾、日本学界关注甚少，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林山田、黄
东熊、蔡墩铭等主要是将诉讼主体作为一个概括性标签，用以涵盖法院及双方当事人，并没有深究。
近年来通过各种途径流传过来的相关著作中专门论及刑事诉讼主体的甚少。
    在如此研究现状的情况下，本书研究刑事诉讼主体的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研究刑事诉
讼主体的意义可作如下分析：        1．刑事诉讼主体演进历史的核心就是国家机关(法官、检察官、司
法警察)一方与被追诉人一方此消彼长的演进过程。
这其中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作为国家机关的主体性质发生演变：控审分离、职能区分后，法院从代
表王权或教权的专制工具演变为制约警检追诉机关权力行使的平衡器，成为公民个体权利的庇护者，
成为说明政治权力(政治权威)行使正当性的舞台；二是与主体性理念和人权哲学勃兴相应，以人性尊
严为核心的被追诉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他们的主体性精神的弘扬。
    2．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刑事诉讼主体的演进折射了国家权力性质的改变和政治合法性手段的重构
，换言之，反映了以权力分立和制约为核心的宪政体制的确立，即民主、法治、宪政的确立过程。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指出：“刑事程序的历史，清楚地反映出国家观念从封建国家经过专制国
家，直到宪政国家的发展转变过程。
”①    3．从主体性哲学原则层面考察，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康德“人是目的”为标志的主体性
哲学原则在西方近代的确立影响或孕育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刑事诉讼主体，尤其是作为个体的被追诉人
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4．但是反观我国，在我国刑事诉讼主体中，作为国家机关的公检法仍然是一条战线上的专政工具—
—“刀把子”，被追诉人、被害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诉讼客体。
在人权理念得到弘扬，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社会公众和中共中央已经对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等达成共识和确立为基本目
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当对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功能和政治权威合法性进行重新建构，从民
主政治和宪政框架的角度对刑事诉讼主体进行重新定位，并进行一系列具体程序制度改革，建构符合
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的刑事诉讼主体，以促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进步。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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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运用比较法学、类型学等多种研究方法，阐述了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主体制度建构的基本原理，站
在法理高度，力图将刑事诉讼主体理论问题放人一个逻辑严谨的体系中进行分析论证。
通过现代性、合法性等视角，从宏观角度阐释和论证了现代国家刑事诉讼主体制度建构的法哲学基础
和具体建构的基本原理，同时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对我国刑事诉讼主体制度及相关程序的改革和完
善进行了分析。
本书从宏观着眼，引用大量中外资料展开分析论证，既有对基本理论的深入剖析，也有对制度设计的
具体建构，重点突出，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论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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