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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审判程序改革调研报告》是刑事审判程序改革调研项目的研究成果，并拟提交全国人大法
工委以作立法参考。
刑事审判程序改革项目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樊崇义教授主持，并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
主要针对我国司法机关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存在的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采取通过试点法院开展项目试验
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
《刑事审判程序改革调研报告》即是在总结试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份调研报告，这也决定了
《刑事审判程序改革调研报告》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关的理论探讨能够紧密联系司法实践，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从而对于相应的立法制度方面的完善及司法制度的改革都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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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崇义，男，1940年生，河南人。
196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同年留校任教至今，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刑事
诉讼法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政府津贴，曾兼任全国法学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会常务理事和秘书长、中纪委专家顾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
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诉讼原理》、《刑事诉讼指南》、《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主编）、《刑事
诉讼法实施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等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其中《刑事诉讼法实施的问题与对
策研究》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司法部2002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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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提前至审查起诉阶段，虽然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一大进步，但是对于审查
起诉阶段的辩护律师阅卷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于阅卷范围作了明确的限定。
限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
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为采取强制措施和其他侦查措施以及立案和提请审查起诉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
。
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
及其他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
显然，查阅上述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远不能使辩护律师全面了解和掌握案情，进而也不可能“
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正确的辩护意见。
即使有关立法作了上述限制，在司法实践中也不能得到贯彻执行。
据全国律师协会透露，目前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诉讼的辩护律师，一般只能看到仅能反映涉嫌罪名的
拘留证、逮捕证、搜查证等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诉讼文书以及鉴定结论，至于立案决定书、批
准逮捕决定书、起诉意见书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上能够反映案件情况的诉讼文书，办案机关一般
并不向辩护律师提供。
对于审判阶段的阅卷权，其阅卷范围也存在着问题。
有人以《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即“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
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为依据，认为审判阶段的辩护律师只能到人民法院查阅、摘
抄、复制检察院移送的有关材料，检察院没有移送的案件材料，辩护律师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权利看到
。
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有失偏颇。
律师的阅卷范围不能等同于案卷移送范围，不能在限制法官先人为主的同时也限制了律师的全面了解
案情权。
难道检察院没有移送的案件材料就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关了吗？
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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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审判程序改革调研报告》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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