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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2月6日至7日，由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检察院、广州大学法学院、广东商学院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协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人
权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隆重召开。
此次会议规模浩大，盛况空前，云集了国内外多位一流的刑事法专家和学者。
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前校长、博士生导师陈光中教授在大会发言时曾深有感慨
地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议题受学界关注以来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会议。
的确，能够在远离学术中心（北京）的广州召开一次论旨并不算新鲜而规模却如此盛大的会议，确属
不易。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荟萃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商
学院、深圳大学、暨南大学、贵州大学、汕头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贵州民族学院、
四川警官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和广州大学以及丹麦人权研究所、纽约大学、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数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家司法部、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犯罪研究
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中国法学会和广东、湖南、江西等省、地、市的公安部门、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司法事务人员共一百五十余位代表。
本次国际研讨会是在丹麦人权研究所的大力资助下召开的，属于丹麦人权研究所资助的“中国刑事诉
讼法再修改与人权保障”平台合作项目课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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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题研究》根据作者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
会议精神，以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制度两大方面为背景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重要部分领域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内容涉及“羁押合法性与权利告知、刑事证据制度、起诉裁量权、刑事辩护与刑事审判、死刑案件特
别程序、刑事被害人、刑事诉讼取保候审制度实证调查报告”共七个专题。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题研究》重视刑事诉讼法的应用性紧紧围绕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
理念、被指控人权利告知、刑事辩护权的保障与落实、取保候审与羁甲正当性、刑事证据制度的建立
健全、起诉裁量权（包括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刑事被害人问题以及死刑案件特别程序等相关议题展
开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专题报告4件，建议稿与论证1件。
整个会议议程安排合理，详略得当， 内容丰富，既有关于重要主题的精彩发言，也有同行专家就主题
发言的全面点评，更有意义的是，会议不仅在主题发言和点评后安排“提问与回答” 的互动机会，还
安排了较为充裕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发言与讨论，使尽可能多的学者能有机会充分展现自己的思想主张
和学术观点。
因此，此次会议得到了各位与会专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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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效果三、同意的自愿性判断及其保障四、瑕疵同意的表现及处理结语试议超期羁押一、超期羁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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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分析三、侦查阶段辩护方取证权确立的可行性分析论程序性作证——侦查人员作证的新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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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认知论意义的理性，也称为理论理性，作为一种观念、知识形成的方式及结果，它是指以概念
、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获取高于感性与知性的知识的能力。
大多数情况下的理性概念指的是这种认知论意义的理性。
如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理性与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理性，一般都是从认知论的角度来理解与阐
述的。
这两种观点的区别主要在于知识获得的途径。
唯理论认为认识真理和获得普遍有效知识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在明确前提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演绎推理，
凡是不能通过演绎推理证明为真的，都是不可信的知识。
如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存在”，“凡我们能够设想得很清晰、很判然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的”，“
认识外界事物不可靠感官，必须凭精神”。
①他“拒绝把任何不能以逻辑的方式从‘清晰且独特的’明确前提中推导出来的从而也不可能加以怀
疑的东西视为真实的东西”。
②而经验论则认为，真理或知识的获得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所得，而是从经验中归纳所得。
如洛克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观念或天赋的原则，观念来自于经验，“那么我们且设想心灵比
如说是白纸，没有一切文字、不带任何观念；它如何装备上了这些东西呢？
人的忙碌而广大无际的想像力几乎以无穷的样式在那张白纸上描绘了的庞大蓄积是从何处得来的？
它从哪里获有全部的推理材料和知识？
对此我用一语回答，从经验：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在经验里扎着根基，知识归根结底由经验而来”。
③现在的认知论理性一般是在平衡、调和唯理论理性与经验论理性基础上建立的认知论理性。
如康德的认知理性概念就是调和唯理论理性和经验论理性形成的，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只能是感性与
知性两大因素所构成，是感性材料与知性形式的结合。
只是这种调和并不成功，因为他的调和是建立在他认为先验的知性原理和直观形式起主导作用之上的
，即以某种固定不变的先验框架来规范、支配感性材料，歪曲了科学来自实践的根本性质。
④博登海默的理性概念也可以纳入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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