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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功能的实现，在于行动中的法律。
本书从宏观上阐释了刑事程序法的功能及分类，堆决定、影响刑事程序法功能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运
用系统论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分别就管辖、回避、辩护、证据、强制措施、附带
民事诉讼等制度和刑事诉讼启动程序、侦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死刑复核、审判监督、执行、
保安处分等程序的功能进行了研究。
在各具体制度和程序的研究中，本书以界定具体制度或程序的应有功能、考察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设
计功能、分析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现实功能为基本路径，从发挥法律规范应有功能的角度提出了完善
立法和改进司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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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我国回避制度的法定功能来源于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是否合理、科学，制约着回避制度
的功能。
从我国法律对回避制度的规定来看，其在保证刑事诉讼公正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适用
中，也暴露出立法方面的问题，从而制约了回避功能地发挥。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保证诉讼公正方面存在缺陷　　回避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防
偏，确保司法公正，但从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来看，仍有可能导致不公正的问题存在。
这突出地表现在，应当回避的人员在回避以前所为的诉讼行为的有效性的确认问题不明确。
应当回避的人员虽然依法回避，但其所为的诉讼行为及其结果如何对待，是否有效，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给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带来诸多不便，也不利于回避制度保证诉讼公正功能
的充分发挥。
尤其是《刑事诉讼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
的侦查。
”如果最后侦查人员被决定回避，在决定回避前的一段时间实施的侦查行为产生了相应的侦查结果，
而且其在回避前的侦查行为及其结果仍然有效，就很难充分体现回避制度的保证诉讼公正的作用。
　　2．在避免不必要的上诉、申诉，提高诉讼整体效率方面仍有不完善之处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回避制度都是有因回避，即当事人等的申请回避，不仅应当提出具体理由，而且该理由必须符合
法律规定的情形；决定回避的负责人必须根据具体的理由依法作出决定。
没有相应的法定理由就不能提出或者申请、决定回避；否则，申请即被驳回。
这是实行职权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回避制度，体现了强化控诉职能的司法理念。
在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或地区的刑事诉讼中，既实行有因回避，又实行无因回避。
即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可以说明理由，也可以不需要说明理由。
无因回避制度体现了强化当事人权利，尊重当事人意志，彻底消除当事人疑虑，止纷息讼的司法理念
。
譬如，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除了有因回避外，控方还有要求陪审员不参加陪审的权力。
控方在行使这一权力时，不需要提出理由，也不需要获得法官的批准。
该权力是法定的。
此外，公诉书中的每一被告人都有权利要求陪审员不参加陪审，提出此请求可以不必说明具体事由。
可以说，无因回避制度，为那些有某些感觉或者听到某些传闻因而认为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与案件有
某种利害关系但又提不出具体证据的当事人提出回避要求提供了保障。
如果回避必须有法定的事实根据，而当事人因种种原因认为相关人员不能秉公办案又不能提出证据时
，若没有无因回避制度可以利用，就往往要寻求上诉这一救济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因回避看似影响诉讼的效率，但从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缠讼角度看，是有利于整体
上提高诉讼效率的。
同时，从回避制度的止纷性功能角度看，无因回避也是必要的。
因为无因回避可以使当事人感到案件确实是与案件无关的人来审理的，有利于消除其不必要的怀疑和
无休止诉讼的念头。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确立无因回避制度，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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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诉讼法学文库》总序　　《诉讼法学文库》总序　　诉讼法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
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已经证明，诉讼制度是否存在、是否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没
有相应的诉讼制度作为依托，实体权利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没有完善的诉讼制度予以保障，
实体法律将无法如期所愿地实现其追求的立法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诉讼法制的完善程度如何，将直接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文明、民
主和法治的程度，是区分进步和落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标志。
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谈到，“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
绝不是无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①　　我国199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推
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提出了新的纲领和目标。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则培育了公众的权利观念，并由此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大背景下，通过增设新的诉讼制度以充实公民实体权利的兑现途径，通过完善现行诉讼制度以保
障实体法律的公正实现，以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步伐，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
的关键所在。
　　诉讼制度的构建，与人们对诉讼原理的认识和把握有着密切的关系。
诉讼原理是人类在长期的诉讼实践中，在大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对有关诉讼活动的规
律性认识。
诉讼原理在诉讼制度的构建及运作中起到的是高屋建瓴的作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了诉讼原理，才
能构建较为完善的诉讼制度，才能够推动诉讼活动向良性运作的状态发展。
我国在大力发展诉讼法律制度时，对于人们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获得的原理性认识，不能不予
以重视，也不能不认真加以借鉴、吸收。
　　我国诉讼活动曾十分严重地受到“左”倾思潮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诉讼规律和诉讼原理长期
被忽视、被冷落。
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司法机关和诉讼制度的功能被狭隘化。
例如，刑事司法机关和刑事诉讼法律仅仅被视为镇压敌人、惩罚犯罪并通过镇压敌人、惩罚犯罪来保
护人民的功能单一的工具，忽视了司法机关和诉讼法制所具有的制约国家权力使之不被滥用和保护包
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
对诉讼原理、诉讼规律认识的片面和浅陋，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我国诉讼法制发展的步伐，而且直接对
公正、文明地进行诉讼活动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在总的法律观念上作一个大的转变，同时大力借鉴、吸收法制发达国家丰富的
研究成果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加强对诉讼原理、诉讼规律的研究。
　　对诉讼原理的正确认识是诉讼立法科学化的前提条件。
正确把握了诉讼原理，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认识司法机关的功能，并对各种不同的诉讼模式、规则进
行正确的取舍，或者在一定的诉讼原理的指导下构建较为科学和更适用“本土国情”的诉讼模式、规
则，由此形成的法律，容易具有较强的民主性、文明性和科学性。
反之，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诉讼原理，对于存在着内在价值冲突的各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方案就可能难以
作出正确的选择，立法活动就可能要多走许多弯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重新找到一条民主
、文明、科学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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