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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运动。
改革者试图通过引进对抗式诉讼的部分因素，以解决中国刑事审判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6年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这场改革的完成。
在这场改革的推动下，中国刑事审判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十余年后，刑事审判领域又发生了另一场重大变革，那就是发端于量刑领域的程序改革。
为规范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最高人民法院曾就量刑程序改革问题在部分地方法院展开了试点
，积累了不少经验，对改革试点的效果进行了评估，终于确立了量刑程序的改革方案。
2010年10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签发的《关于
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程序意见》）在全国开始试行。
这一司法解释的发布实施，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量刑程序
”的正式确立，也初步实现了“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改革目标。
　　随着《量刑程序意见》的发布实施，量刑程序改革试点工作大体上已经尘埃落定了。
然而，有关量刑程序改革的理论研究才刚刚拉开帷幕。
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司法改革，量刑程序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也呼唤着法学界对这些理论问
题作出适当的回应。
比如说，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确立，真的能对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作出适当的调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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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在对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研究了量刑程序中
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作者对2010年开始试行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了全面的理论解读，论证了构建
独立量刑程序的主要理由，讨论了量刑程序改革所涉及的价值冲突问题，提出了量刑程序改革的三种
程序模式也就是适用于简易程序的“集中量刑模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交错量刑模式”，
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独立量刑模式”。
《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还讨论了与量刑程序实施有关的三个重要问题，也就是量刑信息的调查、
量刑建议的设置以及量刑意见的独立性问题。
按照作者的思路，量刑程序改革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以及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特殊经验，决定了中国
学者可以提出新的量刑程序理论，并在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上作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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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是指法院在维持现行的法庭审理程序模式的前提下，将量刑纳入
法庭审理的程序之中，使之成为独立于定罪程序的专门裁判过程。
具体而言，在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后，法庭正式开始审判活动，但将法庭调查分为定罪调
查和量刑调查两个阶段，前者专门调查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后者则调查被告人的量刑情节；
将法庭辩论分为定罪辩论和量刑辩论两个部分，法庭首先围绕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听取各方的意
见，然后再针对本案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问题给予各方提出意见的机会。
在针对定罪和量刑问题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先后结束之后，法庭统一进入被告人最后陈述和评议宣
判阶段，并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一并作出裁判。
　　从《量刑程序意见》的规定来看，这种典型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主要存在于被告人不认罪
的案件之中。
而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只要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被告人自愿
认罪并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法庭审理就可以直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
而在那些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中，被告人只要了解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自
愿认罪并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法庭审理就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简易程序还是被告人认罪的普通程序中，只要被告人自愿认罪并且了解了认罪
的法律后果，法庭就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进行审理了，那种围绕着定罪问题而设置的定罪
调查和定罪辩论，也将被省略。
整个法庭审理将主要变成一种专门的量刑审理程序。
这显然说明，在定罪问题不再成为法庭争议对象的前提下，法庭审理有可能变成一种较为单纯的量刑
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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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被告人的罪责未得到证明之前，对被告人的身份所作的调查常常是多余的，也是对被告人十分
不利的，甚至会造成法官在罪责问题上受到拘束。
　　——〔德〕罗科信教授　　至少在重大犯罪案件中，审判程序应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独立的部分
。
　　——第十届世界刑法学大会决议（1969年罗马）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将信息的获取途径仅仅局限
在公开的法庭上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那么，法官为作出明智的量刑裁判所需要的大部分量刑信息将
无从获得。
　　——〔美〕布莱克大法官　　从贝卡里亚以来，主流的刑事法理论都将法院滥用定罪权问题作为
几乎所有制度设计的假想敌。
然而，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都作出了有罪供述，控辩双方就定罪问题发生争议的可能性大为减少⋯⋯
在大多数案件的审判中，如何限制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陈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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