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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关于刑事诉讼的第三本个人著作。
自从1985年选择刑事诉讼作为研究方向，迄今已有二十余年。
其间，对此方向既有极感兴趣的时候，也有心意转向的时刻。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我个人长期好读书、广读书，但不求甚解，所以很难长期持续关注一个问题，包
括自己的教学“饭碗”。
因此，我曾经当然现在也在关注司法制度，以及超出司法制度甚至法学领域的纠纷解决。
在研究方法论上，我对法学包括诉讼法学的规范性研究长期不以为意。
事实上，规范式的研究曾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我对刑事诉讼的关注。
然而，近年来，在原来运用法哲学研究刑事诉讼基础上，我开始更多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探讨刑事诉讼。
进一步地，基于自己对立法、司法二元化的感触，还提倡并力推实证研究。
正是通过这种多角度的路数，使我在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上小有成就，实证研究与多元理论构成了我当
下研究刑事诉讼的突出特征。
这些尝试与思考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和集中体现在本书中。
当然也体现在我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所完成的《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中。
毋庸讳言，新研究范式的尝试与运用非常困难，实证研究的酸甜苦辣，我曾在另一本书中的序提及。
社会学、统计学的方法对未经系统训练的笔者，需要从头学起。
但令人欣慰的是，笔者正在努力，且有所进步。
刑事诉讼法学应否朝向科学化呢？
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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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立足本土，正视现实。
打破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传统的研究范式，借鉴和汲取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对中国的
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问题进行研究。
在书中，作者将中国的刑事诉讼置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回溯其改革道路的历程，
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的经验及不足，从中发掘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并提出了
具有实用意义的建离。
本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不仅为刑事诉讼理论研究，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展示了颇具价值的思路，也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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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卫民，1964年12月出生，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司法
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会副
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与纠纷解决。
曾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出版了《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
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中国司法的新思考》、《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等著作；在《法
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其中有四十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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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基于实证研究的讨论　　一　既有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实证方法的提出　　二
　实证研究范式下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三　一些初步的结论与思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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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方询问现象的存在，使控、辩对抗失衡。
试点中，由于个别案件的被告人没有辩护人，从而导致对证人的调查沦为单方询问。
在检察官单方询问的情形下，询问内容往往只涉及对被告人不利的方面，口头证言内容一般是对书面
证言的重述，争议事实容易被掩盖起来；法官补充询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被告人的实体利益
，但由于庭前不了解证人品格及证言内容，以及受中立立场的限制，不可能如辩护律师那样积极询问
。
可见，单方询问容易使证人作证的全面性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也无法保障被告人质
证权的实现。
单方询问的问题症结在于被告人没有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
由于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和律师职业群体的数量不足，在短期内保证每名被告人享有免费的律师帮助尚
难践行。
这显然是一个中国式问题，但如不解决这一问题，仅有单方询问的证人出庭仍然作用有限。
　　与控、辩方询问技巧有所欠缺，无辩护人出庭或者质证方态度消极等情形的存在相关联，法官询
问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在某些试点案件中，法官职权作用过于强大以至于妨碍了证人作证功能
的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控、辩方的询问次数，以及法官的相应控制权。
试点中，法官为迅速推进证人作证过程而采用控制控、辩方询问次数的方式，从而使不少证人作证过
程一轮结束。
法官的理由是经过一轮询问已经将事实问清，无进行第二轮询问之必要。
但这仅仅是法官的认识，并不代表控、辩方的立场。
我们注意到，在一轮询问后，某些事实争议不但未能澄清且趋于复杂化，控、辩矛盾更为尖锐。
这种情形客观上会引致举证方和质证方产生继续盘问的需要：举证方需要通过再度询问以巩固证言的
可信度，质证方则需要进一步反驳证人的补缺性陈述。
从探明真实的角度，法官对证人作证过程的过早中止抑制了证人作证功能的发挥，使证人的记忆、表
情、姿态中所蕴含的案情信息未能充分展示。
　　在询问方式上，不当询问较多，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如上文所述，控、辩方对证人的不当询问次数较多，尤其集中在举证方的诱导性问题和复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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