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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面，深入地研究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一部学术专著。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是理论分析部分，其中前三章分别就两大法系以及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后两章以专题的形式对证明标准和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问题分别进行了比较研究；下篇是
关于刑事证明责任的应用研究部分，其中第六至九章分别就故意杀人、强奸，受贿，持有型犯罪案件
中的证明责任问题结合实体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了专题研究，最后一章是关于刑事证明责任的典
型判例和案例的述评。
全书内容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比较研究有深度，即尽可能依据有代表性的、最新的资料，对两大法
系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二是理论分析重实证，即无论是比较研究，还是专门针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都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理论分析，而同时对司法实务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和评
述，并且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对英美法的经典判例以及我国的典型案件进行了评析；三是实体法和程序
法相结合，尤其是针对常见的三种具体犯罪和一种类罪名进行了专题研究，突出了研究的应用性。
    本书可供刑事法律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司法实务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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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理论分析第一章 英美法中的刑事证明责任研究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必须从英美法人手。
这是因为作为刑事诉讼中真实发现和纠纷解决的一种技术手段，刑事证明责任制度是以当事人主义的
诉讼构造为前提的，而英美刑事诉讼的构造是典型的当事人主义。
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以“正当程序”为基本理念，以“纠纷解决”为导向，呈现出两大基本特征：一
是在诉讼的实体面采取“当事人处分主义”，检察官对于以何种诉因起诉被告人享有裁量权，而对于
以诉因明示的犯罪事实，凡是被告人当庭自愿、明智地表示认罪的，不再进入正式审判程序，而由法
官直接根据被告人认罪的事实和相关部门提供的“判刑前报告”做出有罪判决，并且依法判处相应的
刑罚，因此，当事人之间关于事实的约定或者承认对于事实的裁判者具有相应的约束力；二是在程序
上实行“当事人推进主义”，凡是进入实体审理的案件，证据的收集、提出、询问和辩论等，完全由
控诉和辩护两方当事人负责，作为事实裁判者的法官或陪审团没有主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职责
，裁判的事实根据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辩论的结果。
为了确定控方和辩方有争议的事实，必须明确哪些事实需要曲控方证明，哪些事实需要由辩方证明，
什么样的证据是诉讼双方可以合法使用的，什么样的证据是法律不允许向法庭提供的。
可以说，哪一方当事人负责对何种事实提出何种证据，是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解决事实争议的核心
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诉权和实体权益的维护，也关系到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正因为如此，英美刑事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证据可采性的复杂规则以及关于证明责任的严格规
定两个方面，前者回答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提出何种证据的问题，后者回答哪一方当事人对何种事实
负责提供证据并说服事实裁判者的问题。
不了解英美法中的刑事证明责任，就不可能准确把握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真谛，也不能真正理解当事
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基本精神。
应当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包括法学研究和法律合作在内的对外学术交流也不断扩大，因
而关于英美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介绍和研究。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确实还存在不少误解，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尚缺乏必要的深度
。
考虑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当事入主义化趋势，出于借鉴和比较的目的，在研究英美刑事证明责
任制度时，必须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刑事证明责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如何理解“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之间的区别？
（2）英美法中的刑事证明责任是根据何种原则和理由加以分配的？
控诉方对哪些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被告人是否需要承担证明责任？
为什么？
如果需要，其证明的对象是什么？
证明责任是否会在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转移”？
（3）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是何种关系？
所谓“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区别是否存在？
（4）控诉方与辩护方分别是如何履行其证明责任的？
（5）如何评价英美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功能？
本章将依次对这些问题系统地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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