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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审判制度研究：公正刑事程序学术与实践研讨文集》全面充分展示各方研究成果，便于开
展深入交流与探讨，研究会对上述论文的主要观点予以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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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延友，汉族，湖南黔阳县（今洪江市）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检察院挂职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监督专业委员会理事。
1992年至2002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获博士学位。
2001年至2002年留学于英国华威大学，获硕士学位。
出版有专著《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以英
美法为特表参照》（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陪审团审判与对抗式诉讼》（2004年，三民书局
）、《沉默的自由》（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和教材《刑事诉讼法》（2003年第1版，2008年
第3版，法律出版社）。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究》、《政法论坛》、《清华
法学》、《中外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
媒体发表理论性随笔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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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此，所谓裁判的正当性就是指裁判结果所具有的使当事人双方和社会公众自愿服
从的权威力量。
一个裁判获得服从，可以来自人们对于国家强制性权力的畏惧，也可以来自对于裁判结果在实体上的
真实信赖，还可以来自对程序本身所具备的要素的衷心诚服。
但是，依靠强力获得的服从并不必然表明这种裁判具有正当性，因为强力本身还存在一个正当性的问
题。
因此，在现代社会，裁判的服从虽然也以国家强制力为最终保证，但其正当性则主要是裁判结果在实
体上的可接受性和程序上吸收不满的能力。
 按照韦伯的观点，一项规则、制度或决定的合法性可以有三种来源：一是传统即长者的权威，二是领
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三是理性。
就诉讼中的裁判而言，审判法官的白发苍苍和老态龙钟固然可以增加裁判的权威，但是我们无法强求
在每一个具体的个案中当事人都比法官年轻。
同时，由于纠纷的解决通常更多地强调对法律的理解和人生经验的积累，因此对于法官的遴选并不注
重其领袖人物的气质。
在这种情况下，裁判的正当性就只能诉诸理性。
而理性主要表现为实体的精确性和程序的正当性。
通常情况下，一个实体上真实且公正的裁判总是会比实体上不真实或者不公正的裁判更加容易获得正
当性。
但是，一方面，由于诉讼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认定案件事实，而不能像科学家们的实验室研
究一样，一次失败了可以再来一次，甚至一代人解决不了的科学猜想还可以由下一代人来进行。
因此，实体的真实并非总是能够获得，这样，程序的公正就有了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实体的公正是一个需要通过程序加以界定的概念，很多情况下实体公正的界限是十分模糊
的，因此，通过一个公正的程序达成的结果，往往比抽象的实体公正更加容易接受。
⋯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程序要件不充分的决定，即使其目的是正当的，也容易引起争论，从而造成
执行上的阻碍。
如果要强行实施之，那么就会给社会一种被放大了的压抑感；而如果试图解释说服，那么就只能是事
倍功半"。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程序正义的观念得以形成并获得普遍认同，乃是因为它对于实现裁判的正当性而
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它可以通过吸收不满，使裁判更加容易具有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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