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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戬，女，1975年11月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2001年硕士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2006至200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
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检察原理与检察制度。
主持和参与中国法学会、教育部、司法部、上海哲社等研究项目多个。
参编《刑事诉讼法学》、《诉讼证据法学》等教材和教辅材料近10部。
在《法学家》、《法学》、《政治与法律》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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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律的发展回应现实的需要，但是它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环境。
透过韩国宪法的发展史可以看出韩国历史发展独具特色之处。
而这一不同之处亦体现在韩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联结上。
1894年之前，韩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固有的法的理念，作为韩国成文法之源的高丽法典，其思想基础是
唐律的思想，法的基本理念是儒教的政治哲学。
1894年的甲午改革，使传统的韩国法开始接触“西洋法”，进入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时期。
在西洋法的移植中，韩国最先接触的国家是英美，但是，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体系难以在韩国落
地生根，主要原因在于东亚与西方传统文化不同，思考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1884年开始，通过传教士的活动，韩国同法国进行接触，西方自然法精神对韩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法国法的移植过程也因1910年日本殖民统治而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德国法。
1945年8月，从殖民统治中获得解放的韩国成为主权国家，但是1945年至1962年韩国法制形成的关键时
期，美国最初在韩国实行军政，对殖民地法制进行清算，英美法律模式回归，尤其反映在实行当事人
主义的诉讼制度上。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韩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应运而生。
 韩国独立后于1948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它不仅象征主权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同时对其他立法活动提
供了统一基础。
宪法的制定意味着殖民地统治历史的最终结束，表明以国民主权为基础的自由独立国家的诞生，宪法
规定的国民人权从理想上升到制度保障，形成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较为合理的关系。
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被确认为宪法的最高价值，并赋予宪法以正当性基础，为推行社会的法治化提供
了统一的立法基础。
与此相适应，1948年根据军政命令，在引进了英美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体制之后，法典编纂委员会起
草了刑事诉讼草案，并向国会提出。
刑事诉讼法草案的基本原则是采取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并参照英美法系诉讼制度，力求在诉讼
体制中协调个人权利与公益的矛盾，保证裁判的迅速性与正确性。
1954年2月《韩国刑事诉讼法》制定，并于同年9月23日公布实行。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对于构成完整的法制形态，保护国民权利与自由起着重要作用
。
 1962年随着旧法律的清理结束，韩国于1962年颁布新的宪法。
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韩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迅速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以及国际形势和南北
对话的需要，韩国于1972年11月通过公民表决修改宪法，通称维新宪法。
此后，韩国又于1980年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公正和公民的福
利为宗旨，但由于保留了维新宪法的专制性质而被有关方面强烈要求修改。
1987年通过《第六共和国宪法》。
与宪法发展同步，为适应社会发展，《韩国刑事诉讼法》也经历了九次部分修改，形成了现在的以大
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为基础，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长处并加强当事人主义、公判中心主义的刑事
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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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宪政与权利维度的刑事诉讼》由王戬著。
一国的刑事诉讼与其宪政水平和宪法紧密相连。
无论是从宪政发展视角还是宪法规范层面，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都不能局限于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简
单的思维考量和逻辑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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