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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樊崇义先生指导下写作《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
10年来，时间尽付繁忙，居然没有静下心来，对写作博士学位论文那一重要的人生阶段进行总结。
值此先生70华诞，想要写些祝福的话，做些祝福的事，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就开始在脑海翻腾，愈演愈
烈。
这才发现，它在先生与我之间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于是决定，祝福先生70岁寿辰，就从回忆那一人生阶段开始。
记得当时选题的时候，先生想让我写证据法方面的内容。
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证据法将是我国下一步刑事诉讼法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领域。
1993年前后，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风起云涌，针对审问式审判方式日益显现的弊端，增加审
判过程的对抗性。
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性要素，但由于没有解决证据法尤其是证据当庭采
信的问题，使得庭审对抗的结果无法体现在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最终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主要
还是起诉方移送的证据，审判方式改革也就没有真正实现预期的目的。
我当时对这个题目也比较感兴趣，之前还发表过有关审判方式改革的文章，其中也涉及证据法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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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祝贺樊崇义教授70岁华诞而由其弟子撰写的庆贺论文集。
共约86万字，分为理念、制度、证据、程序等5个部分。
全书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论文中的观点有助于推动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我国的刑事
诉讼制度，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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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与道——写作《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追忆（代序）理念　刑事诉讼中公民权利宪法保护的理论
基础　儒家人文精神及其对中国刑事司法传统的影响　刑事司法的人本化：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　
诉讼人图式：刑事诉讼法中人的形象　人性、人权与刑事诉讼　刑事诉讼人性论　主体性理念的规范
表达与刑事诉讼主体权利的新认识　三方关系视野下的刑事诉讼本质探微　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多元
价值平衡　论形式理性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优位与实现　试论无罪推定原则制度　刑事诉讼目的与纠
纷解决机制的再认识　理想与现实：中国司法独立的法理学思考　论检察权的有效行使　权力配置的
结构类型与检察权　论检警关系基本原理　初论检察监督与宪法监督、法律监督的兼容性——我国宪
法监督实效性制度构建的另一视角　现代侦查理念探析　认识的实践标准视阈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改
革　论联合国司法准则与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兼论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权保障机制　刑事辩护法
学理论基础之探讨　论刑事诉讼财产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无辜的侵
犯——中国犯罪嫌疑人境遇冷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工作中的运用　人民法院刑事错案追究
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国际合作法律体系的构建证据　《诉讼认识论纲》写作追记　我所理解的诉
讼认识论　法律真实之我见　我对法律真实的理解　事实之辩——事实的哲学及逻辑学分析　裁判事
实的两重性及其对司法的影响　证据排除的哲学分析　论证据与犯罪构成　论证人宣誓和郑重陈述　
被告人口供的审查判断与正确运用　防止刑事错案证据理念研究　论推定　证据法学哲理化初论程序
　谈诉讼裁量——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从程序的类型化到多样化——以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为视角　
无效刑事诉讼行为程序性处置论　论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价值　试论在我国推行刑事和解机制的困惑
以及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借鉴　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基础理论　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历史回顾及我国周
边国家的实践与探索　刑事诉讼客体视角下的禁止重复追诉　行政执法中移送程序研究其他　刑事诉
讼法学论文写作方法研究　法意与人情　学不完的“法”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师从樊崇义
先生点滴记　在老师身边的日子　师父　师从樊崇义教授博士、博士后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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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权保障问题，很多课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
樊老师经过多年研究所总结出来的十大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除了权力治人转向权利保障直接以人
权保障作为内容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涉及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范围：以斗争哲学为指导转向以和谐
哲学为指导，实际也就是要将犯罪行为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而不能以对敌专政的方式来对待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哲学基础之一。
从国家本位转向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其目的在于保障人权，因为在国家本位的指导下，包括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公民都只是义务的承担者，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人权保障也就无从
谈起，只有在兼顾个人本位的情况下，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公民的权利才受到关注，人权
保障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刑事诉讼从一元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也就是要求刑事诉讼程序除了有打
击犯罪的价值外，还应当有程序的内在价值与效益价值，而程序的内在价值，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正当
程序，即国家打击犯罪应当通过一种正当程序，而这种正当程序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于保障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人权，因此，刑事诉讼多元价值观实际也是要求加强人权保障；无罪推定的主要内容就
是要求在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任何人都应当被视为无罪，既然被视为无罪，也就是在被国家判决
有罪之前，不得随意剥夺其权利，为此，刑事诉讼法律观从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最重要的目的也
在于保障人权。
从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实际也就是不得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一种证据手段，这对抑制刑讯
逼供、保障人权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向两者并重并最终转向程序本位亦是如此，因为如果只注重实体正义而不重视程序
正义，势必导致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这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一个严重威胁
，对其他公民的人权保障也是一个重要威胁。
从国内法优位转向国际法优位也具有重要人权保障作用，因为相对于一些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性人权
法律文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还有差距，选择国际法优位，实际也是为了加强人权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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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樊崇义教授70华诞庆贺文集:刑事诉讼法哲理探索》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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