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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部研究中国刑事诉讼问题的著作，《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已经出版近两年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具有典型学院派风格的“学术专著”，竟然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厚爱，受到了
那些关心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的各界人士的青睐。
如今，本书的第二版出版在即，笔者有必要对新版本的修订情况略作说明。
笔者在第一版序言中曾提到，本书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出发，对中国刑
事诉讼领域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模式化”的研究。
身处正在发生剧烈转型的中国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法律问题”，法学研究者确实有必要将学
术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分开来，为法学研究确立一些最低限度的学术准则。
在笔者看来，推进司法改革和推动立法进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很多法学研究者可以一展身
手的领域。
但这属于“政治活动”或“社会活动”的范畴，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
作为专门的、职业化的学术活动，法学研究应当秉承“价值无涉”的准则，将各种政治的、立法的、
司法的乃至社会的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对这些问题存在的形态和发生的原因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以探寻这些问题发生的规律。
与因果关系的分析同样重要的是，对各种制度设计、改革方案以及理论思潮进行模式化的研究，通过
一种“概念化”的方法，使这种研究具有理论对话的价值和意义。
从经验事实上升到“概念”和“理论”，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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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2版)》对因果关系问题研究尚处起步之中研究方法掌握上还有待进步探索要
真正实现“思维跳跃”研究者就不能满足简单“因果”、“因多果”、“多因果”或者“多因多果”
具体分析而应尽力找出那些具有理论辐射力变量因素使之对一系列问题发生具有较为普遍解释力比如
说刑事程序法失灵问题分析中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条足以对各种程序规避问题都具有解释力“理论线
索”并使得程序规避问题与该项理论线索之间因果联系得到充分阐释那么所谓“因果律”其实也就不
难推导出来研究者理论贡献也就随之而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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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一种制度发生的原理来看，刑事和解制度要得到正常运转，就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作为冲
突双方的加害人和被害人有达成和解协议的意愿，换言之，和解能够使他们都减少利益的损失，并获
得相应的收益，这种利益的契合才是他们从对立走向合作的基础；二是作为刑事司法主导者的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法院，有足够的动力去寻找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对那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嫌疑
人、被告人，不再寻求严格的刑事处理方式，甚至放弃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
当然，一个能够同时满足诉讼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还不能明显背离法律制度的本来目标，或者在牺
牲某一目标的同时还能使另外的重要目标得到兼顾，否则，这种制度的生命力也将是成问题的。
刑事和解制度要避免成为一种在正当性上出问题的“潜规则”，也必须在运作中不过分损害国家和社
会的利益。
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从加害方一被害方利益的契合、司法机关的收益以及社会和谐的达成这三个
角度，分析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原因。
（一）加害方一被害方利益的契合按照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批准逮捕和提起
公诉，就往往面临着受到定罪判刑的结果。
即便被告人没有被判处自由刑或者仅仅被判处缓刑，一个定罪的结果也足以使其学籍终止，或者被开
除公职、军职，并终生背上“罪犯”的恶名。
而一个具有“犯罪前科”的人，不仅将在求学、就业、参军、结婚以及参与其他社会生活方面受到一
系列的歧视待遇，而且还会使其家人蒙受耻辱，并可能因此污点而受到各种牵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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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出发，对中国刑事诉
讼领域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模式化”的研究。
本书第1版出版以来，得到了关心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的各界人士的青睐以及众多读者的厚爱。
现作者根据其近期对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全书进行了修订，最终，本书对刑事诉讼模式
的研究，涵盖了“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量刑程序”、“第一审程序”、“第二审
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等诸多领域，加上对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
论体系。
　　——编者当前，经济领域中的“中国模式”问题颇为引人注目。
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中国究竟是否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模式”，这是一个可以弓l发更多讨论的问
题。
笔者期待着更多的关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的人士，参与到刑事诉讼模式问题的研究之中，真正从
社会科学而不是对策法学的角度，展开学术上的对话和交流。
　　——陈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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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2版)》编辑推荐：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法律问题”法学研究者确实有必要
将学术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分开来为法学研究确立一些最低限度的学术规则从经验事实上升到“概念”
和“理论”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于2008年荣获第二届新闻出版署“
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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