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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上诉制度的功能与构造》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作者对于西方国家刑事上诉制度的研究，并
没有采取“国别报告”或者“资料罗列”的方式，而是采取类型化分析方法，以西方国家刑事上诉制
度为背景，对刑事上诉制度的功能与构造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例如，作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将刑事上诉制度的功能区分为纠纷解决功能与机构性功能两大类：刑事
上诉制度的纠纷解决功能包括救济与纠错两个方面，它侧重于私人目的，强调个案的公正；而刑事上
诉制度的机构性功能包括监督、解释与创制法律、司法决策以及统一法律适用四个方面，它则侧重于
公共目的，强调裁判结果对未来审判的指导和影响，以及法律如何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再如，作者根据刑事上诉审查范围的不同，将刑事上诉制度的构造分为事实复审与法律复审两种模式
。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对两种模式的适用情形、产生原因、基本特征以及优缺点等进行了详细分析。
作者以上述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工具，不仅对中西方刑事上诉制度的功能与构造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
了比较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刑事上诉制度的功能与构造在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
行了系统分析。
这种类型化的分析模式不仅为刑事上诉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刑事上诉
制度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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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上诉制度的功能　　刑事审判的基本任务，在于解决控辩双方之间关于刑事被告人
是否存在被指控的犯罪以及如何对刑事被告人适用刑罚方面的争议。
但是，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这种争议为何不是由审判机关一次性予以处理，而是由审判机关通过初审
程序、上诉审程序分阶段、重复审理来加以解决呢？
对同一刑事案件，由不同级别的审判机关进行多次审理，可能造成诉讼的拖延，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
，这与人们普遍倡导的诉讼经济原则不是相违背吗？
而且，多次审判就一定比一次审判更加有利于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从而促进控辩双方之间的纠纷解
决吗？
假如一次审理就能够正确地解决控辩双方的争议，上诉制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显然，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能给予充分的回答，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有可能对刑事上诉制度存
在的正当性产生合理的怀疑。
在笔者看来，现代各国刑事诉讼之所以设置刑事上诉制度，以便对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初审裁判进行审
查，主要是因为案件经过一次审理就产生法律效力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与诉讼的基本规律相
悖。
而同一审终审制相比，刑事上诉的制度设计不仅有助于减少一审终审的诸多弊端，而且它本身具有一
审终审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契合了现代司法制度发展的需要。
　　考察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不难发现，刑事上诉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救济、纠错、监督、
解释法律、创制法律、司法决策与法律统一适用等几个方面。
根据不同的目的，可以将上述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刑事上诉制度的纠纷解决功能，包括救济功能与
纠错功能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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