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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宪政精神和程序法治的双重视野下，被追诉人权利的实然和应然维度之张力构成了我国刑事司法改
革的一个范式性问题，因此，宪政的诉求、法治原则、被追诉人权利的重构就是当下刑事司法话语的
核心问题，与此同时，国际比较、域外法制、历史梳理就成了我们反思和检讨上述核心问题的理论参
考。
将上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考工具相结合，在一种新型的诉讼结构中，新型的被追诉人权利模式的建
构图式就被刻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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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现代理论更加注重对法律制度的完善。
现代宪政与法治理论实际上是在国家权力普遍扩张以及近代法律制度面临严重危机的条件下试图对近
代的法治理论进行修改，以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法治的最基本的原则范畴方面，现代法治理论与近代法治理论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只是在法治的价
值目标以及实现法治的手段方面，现代法治理论更加注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
即现代法治理论对宪法控权功能的重视不是说只有现代宪法才有控权的功能。
实际上，控权一直是宪法的首要功能，但由于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价值基础使人们的视野更加
趋向于限制权力及其行使形式方面。
当近代法律制度出现崩溃的危险，人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日益下降、民主制度的前途黯淡时，把法治
与民主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考察，通过民主制度的完善、刺激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宪
法之控权功能来实现法治的理想成为了时代的需要。
正如美国学者w.弗里特曼在解释国家职能扩大与个人自由以及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是否矛盾的问题时
认为的：“法治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由某一权威制定和执行的有系统的规范结构；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公
共秩序的存在。
它与任何意识形态都是无关的，无论哪一种政治制度的秩序都包括在内。
”因此，他认为法治首先应当承认民主的法律价值，即在一个现代民主的国家里应当充分保障个人权
利，保障任何人或任何阶级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再有，民主的法治应当充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排斥专制和特权，因此在政治体制上应当实行行政和司法分立；另外，法治要求个人的权利和个
人的法律责任保持平衡。
另一位美国法学家L.富勒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实现宪政中法治一环的理想有八个特点
：法律规则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必须公布、法律不能溯及既往、法律规则必须明确、法律规则不能相
互矛盾、法律规则要求的行为必须是人们的力量所能及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法律规则
的规定和实施必须一致。
英国学者韦德和菲利普在《宪法与行政法》一书中，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法治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和秩序优于无政府状态；第二，政府根据法律进行活动；第三，法治是一种广泛的政治
原则。
这些学者的观点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在注重现存民主制度的完善方面则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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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5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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