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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事推定论》一书是赵俊甫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欣闻其几年心血浇灌的成果即将付梓，甚感高兴与欣慰。
故欣然接受邀请为之作序。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裁判的核心问题，其圆满解决不仅与程序法息息相关，还与实体法的设置密
不可分，推定恰恰处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相联结的关节点，因此是一个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
。
尽管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围绕推定概念、效力及其与无罪推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展开
了一系列的探讨，但在诸如推定的概念、推定的效力等许多基本问题上都远未达成共识。
理论上的混乱和司法实践中推定运用的恣意，表明推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因而，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和选题视角的独到可略见一斑。
　　如何界定推定的概念是推定研究面临的首要困惑。
如果将“所有根据已知事实推论未知事实”的活动都称为推定，那么，司法证明离开推定必将“一筹
莫展”；如果将“根据法律规定的从一定事实直接认定另一事实的规则”称为推定，那么，推定只可
能存在于立法这一狭小的领域。
在我国当前的理论研究中，上述两种观点或倾向都是存在的。
其带来的后果是：或者推定的界定失之于泛化，使推定成为大而无当的概念，误导司法实践；或者使
推定的界定过于狭隘从而成为描述极少数特殊立法现象的标签，使推定对现实司法实践中复杂多样的
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的指导意义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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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推定不仅是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还是宪法性问题。
本书秉持刑事一体化理念，对推定从实体与程序、立法与司法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研究，回答了“
推定是什么”这一理论界长期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两个层面回答了“推定为什么是正当的”，重点分析了推定对控辩双
方证明责任的影响、对诉讼权力配置的影响，进而探讨了推定的创设和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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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定也是一种模糊证明，这与称推定为理性证明并不矛盾。
如上所述，模糊证明是诉讼证明的本质特征。
在推定运用中，尽管经验规则来源于生活，在多数情况下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或者说确定性，但是，恐
怕没有人会否认经验也会骗人，尤其是，现代社会经验规则范围广泛、盖然性程度千差万别。
是否选择和选择哪一种经验规则受到法官的个人教育背景、生活经历、性格倾向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具有不确定性。
在推定面临被告人反驳时，判断推定是否已被推翻，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而自由心证本身是模
糊的。
因此，推定也是一种模糊证明，其结论往往处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中间状态。
　　当然，在看到推定是理性证明方式、合乎诉讼证明的模糊性特征的同时，也要对推定可能带来的
危害保持足够的警惕。
尤其是刑罚涉及被告人重大权益的限制与剥夺，要防止推定证明成为没有证据根据和经验、法律根据
的恣意擅断，因为这是超越证据进行证明内在的风险。
坦率地讲，推定并不能保证推定事实的精确性，甚至存在出现错误的可能。
正如要求不会撒谎的证据是荒谬的，证据证明尽管总给人一种踏实感，但是也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也
会出错，一定范围内推定的不精确性和出错可能性同样应该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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