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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准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期待与追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强调公平正义的客观性和法律性，就是让公平正义的精髓渗透到法治实施的全过程，使公平正义的
精神和价值通过司法活动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可以感受到的结果。
刑事司法涉及公民生命、自由、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保障，湖北的余祥林、湖南的滕兴善、云南的杜培
武、河北的李久明等人冤案的平反昭雪，更使人们深感刑事司法制度需要检讨。
法律学人的使命就是不断地检视现行法律和司法制度，分析、揭露现行法律和制度的瑕疵与漏洞，以
警示和促使司法人员发挥法律智慧，去修补或避开现行制度的瑕疵与漏洞，并促进现行的法律趋于完
善。
刑事司法解释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刑事赔偿制度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目的
。
　　构建科学合理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实践所追求的目标，也是适应中国发展、构
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
从2004年党中央作出了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部署以来，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全面的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积极推进之中。
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一直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刑事法制面Il缶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
为了实现刑事司法的现代化，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不断推进刑事司法改
革向纵深改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
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深化”一词有这样两个含义：一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心不改，目标不改；二是在党的十六大
以来取得的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还要进～步深化司法体制上的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司法职权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国家立法的层面上，通过立法授予和调整司法机关
的职权配置，使司法职权的配置必要、合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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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选题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司法公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继续推进司法改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
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同时，《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的修改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专著中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上述主题展开的，这些论证和建议不仅深化了理论研究，而且对于刑事立
法和刑事司法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无疑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资料翔实，论证充分。
作者在论著中引用了大量的学术观点和实证资料。
在探讨一些具体问题时，既关注国际文献和国外的相关制度，又紧扣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理
论界的观点，同时结合自己的司法实践经验，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既注意以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
的现实司法问题，更注意从中国的法律实践中提炼、归纳解决问题的途径，论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如作者对我国现行刑事公诉撤诉制度作了非常全而深入的研究，即涉及了该制度立法规定缺失、撤诉
的性质不明确、撤诉的事由不明确、撤诉的时间规定不合理、撤诉后如何处理、处理的条件及处理的
期限不明确、对撤诉的制约不力、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撤诉后重新起诉条件
不严格，导致再行起诉普遍和延期审理后法院决定撤诉有违立法精神等。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的刑事公诉撤诉制度，要以制约权力、保障人权为基点，以实现撤诉价值
为目标，认真总结多年来的撤诉实践经验，充分吸收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撤诉的共通性规定
，重构我国的刑事公诉撤诉制度的改革意见，并设计了具体的改革思路，即立法应当明确赋予检察机
关撤诉权，明确规定撤诉的理由和方式，明确规定撤诉的时间，明确规定撤诉的效力及重新起诉的条
件，强化撤诉的制约监督机制，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废除延期审理后法院有权决定撤诉的规定
。
论证过程既有理论思辨，又有实证分析，有理有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该专著作为一部将理论研究与司法实际相结合的学术著作，立足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以理性、
务实的态度对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全书共分八章，涉及刑事司法解释制度、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检察侦查权制度、刑事公诉制度、
刑事审判监督制度、刑罚执行制度、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和刑事赔偿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作者所探讨的问题都是刑事司法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在研究解决问题时非常关注与司法实践的契合，在注重理论本身的协调性的同时，注意理论作用
于实践的可行性，并使本书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具有通俗易懂的特色。
如在“刑事司法解释制度研究”一章中，提出根据我国的宪政体制和立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拥
有刑事司法解释权的，而且在现行的宪政体制下，不论司法改革如何进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司法
解释权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省级司法机关除在最高司法机关授权的范围制定相关定罪量刑的标准以外，不应当享有刑事司法解释
权。
不管从实然角度，还是从应然角度，法官个体都不应有司法解释权。
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审判解释没有地位高低、效力大小之分。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是两个独立的司法解释主体，它们所制定的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只
能及于自己所管辖的司法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既涉及检察工作又涉及审判工作的（如定罪量刑问题）司法解
释时，应当主动征求对方的意见，求得共识。
对一家单独制定的司法解释已征得另一家同意的，应在解释中注明，以便作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办
案的共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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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即使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但在正式废止或失效之前各级司法机关仍应遵照执行。
刑事司法解释不应有自己的时间效力，其时间效力必须依附于它所解释的刑法规范的效力等。
这些观点不仅较好地回答了当前刑法解释理论中的一些争议问题，而且符合实际，有利于指导刑事司
法实践。
    四、见解独到，富于创新。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
如提出当前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监督对象的有限性、监督范围的狭窄性、监督
标准的抽象性、监督方式的事后性、监督程序的模糊性、监督手段的疲软性和监督效力的受制性。
司法独立不排斥司法监督，有效的司法监督制度应是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制度，检察权不可能高于审判
权。
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路径是：加强刑事审判解释监督，扩大刑事审判监督范围，强化刑事抗诉权，明
确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明确刑事审判监督标准，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手段。
又如刑事司法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拘留、逮捕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而
作撤案、不起诉（存疑不诉）或宣告无罪的案件应否赔偿问题，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
衷说”三种观点。
作者认为，存疑案件应当赔偿，理由是：它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和“疑案从无”的理性选择，有利于
对被告人人权的法律保护；存疑处理的诉讼结果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法律确认；符合《国家赔偿
法》的立法宗旨；“折衷说”不利于实践操作；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自相矛盾；疑案不赔，违
背程序正义理念，动摇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刑事赔偿问题上的终局地位；从国外相关规定看，刑事
疑案一般都是予以赔偿的。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国家赔偿法中的错案与对司法人员责任追究中的错案应当加以区分等。
    综观全书，作者以刑事法为主线，坚持刑事一体化思想，将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机地结合，主要
采用比较法、价值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基于中国经验
的理性分析和实证考察。
全书结构合理、论证充分、观点明确、语言流畅、写作规范，不失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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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司法解释制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刑事司法解释在我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
通说认为，司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具体案件时，对如何应用法律所做的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阐释和说明，它包括“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
刑事检察解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检察过程中对具体应用刑事法律所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阐释和
说明。
它和刑事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对具体应用刑事法律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阐释
和说明）构成我国现行刑事司法解释的完整内容。
为了保证司法解释工作依法进行，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颁布
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12月9日制定了《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检察院《暂行
规定》”），2006年5月10日又颁布了《司法解释工作规定》（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
）。
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7月1日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2007年3月23日又
颁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加强刑事司法解释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促进司法解释的合理化、科学化，推进司法
公正，正确适用刑事法律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90年代以来，刑法学界加强了对刑事司法解释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许多问题达成了
共识，但对如何认识刑事司法解释争议较大，分歧较多。
本书试就刑事司法解释中若干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深化刑事司法解释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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