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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樊崇义教授及其所带领的学术团队近两年来关于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中的
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的成果汇集而成的。

刑事司法改革的许多成果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内容直接相关，因此本书把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
的修改联系在一起进行了专题研究，每一个专题侧重于诉讼原理与诉讼实务相结合，坚持改革和创新
精神，以推进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为追求，发表了作者有创建性的意见，对立法和实务工作，以及
诉讼理论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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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崇义，男，1940年11月生，河南内乡县人。
196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留校从教至今。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该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享有突出贡献政府津贴。
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检察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并兼
该会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警察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诉讼法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曾任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
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纪委培训中心等院校兼职教授。

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法学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讲授“刑事诉讼
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学”等课程。
其科研成果丰硕，独著和合著作品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多部著作获教育部、北京市科研奖。
代表作有199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200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实施问题与
对策研究》
（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2003年出版的《诉讼原理》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研
究生专用教材，2004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获北京市社科二等奖），2006年出
版的《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7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再
修改理性思考》（获司法部第三届全国优秀教材科研成果二等奖），2009年出版的《侦查讯问程序改
革实证研究》（获北京市社科一等奖）。
其编著的《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教材被司法部、教育部命名为高等院校法学国家级规划教材
和“十五”国家级教材。
其主编的《诉讼法学文库》，已出版80余本，着力于发掘青年才俊和推介高水平的诉讼法学研究成果
。

在长期的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理论和实务研究中，樊崇义教授提出的许多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都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他早在1996年就提出的证明标准上的“法律真实观”，在2000年提出的“诉讼认识论”和“刑
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型”，2002年提倡的“刑事诉讼人本主义”，还有他倡导的实证研究方法，即侦查
讯问中的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等三项制度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司法实务走向科学，走向民主均有指导作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向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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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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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检察制度
  第一题  法律监督职能哲理论纲
  第二题  论法律监督与检察改革
  第三题  我国检察一体化的现状及完善
  第四题  刑事立案监督的立法完善
  第五题  论刑事公诉的属性
  第六题  审查起诉制度的完善
  第七题  检察量刑建议程序之建构
  第八题  刑罚执行监督的改革与完善
第四章  审判制度
  第一题  《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解读
  第二题  量刑程序改革研究
  第三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
  第四题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完善
  第五题  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第六题  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
  第七题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建构
  第八题  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复核程序的完善
  第九题  人民法院刑事错案追究制度研究
  第十题  减刑、假释程序的理性思考
第五章  刑事证据制度
  第一题  “两个证据规定”解读
  第二题  “两个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第三题  审查判断刑事证据规则问题研究
  第四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前景
  第五题  量刑程序与证据
  第六题  量刑事实证明初论
  第七题  特殊侦查措施获取证据的法律适用问题
第六章  律师制度
  第一题  我国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及其衔接
  第二题  律师阅卷权及其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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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题  律师会见权的完善
  第四题  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困境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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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监视居住适用条件之改革与完善监视居住在运行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适用率低、监视居
住羁押化现象的常态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使然，但是从根本上讲最为重要的
是监视居住适用条件的相关立法存在问题。
要解决当前监视居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对监视居住适用条件的改革与完善。
为了避免监视居住对象随意扩大，保障法律的严肃性，《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应对规范监视居住的
适用条件予以特别关注。
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做如下考虑：1.适用对象的范围。
①取消对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监视居住的规定，因
为此类案件轻微，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其进行监视居住一方面不符合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基本理
念，另一方面有违刑事诉讼所坚持的比例性基本原则。
②将“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对其进行监视居住不至于发生社会危害性的”的规定作为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一般性适用条件，即这是基础性的条件，是必要性要件。
③增加“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等方法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型犯罪以及其它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备逮捕条件的，
或虽然符合逮捕条件，但因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而不适
合逮捕的，可对其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的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类犯罪人的人身危险
性较大、如果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则容易放纵犯罪，而且侦查此类案件需要的时间相对较长，采取监视
居住有利于为办案机关争取较多的时间。
④针对持有有效护照或其他有效出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为防止其以逃离中国境内的方式逃避、妨碍或破坏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也应规定可对其
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⑤对于职务犯罪案件一般可以考虑适用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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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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