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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但是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引。
    “底限正义”理论是一种指导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基本判断
或命题：其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理想图景是构建“宪政型刑事诉讼制度”；其二，我国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对“底限正义”的接纳和吸收。
    “底限正义”理论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整体转型的指导作用体现在：一方面，它认可人类社会存
在着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而为以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它也承认正义的相对性和多元化，承认法律制度移植的可选择性，从而为我国当前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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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 毅，1975年生，重庆北碚人，法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与司法制度。
已出版学术专著五部，代表作为《底限正义论》、《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变革社
会的程序正义——语境中的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程序如何正义——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纲要》
等；另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法律科学》、《法学》、《现代法学》、《法商研究》、
《学习与探索》、《江海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其中多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所转载；主持、参与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课题、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多项；曾获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
术竞赛全国三等奖；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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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改造纠问式诉讼制度、防止法官集权擅断　　封建时期的法国曾长期实行纠问式诉讼，这
与其政治架构上的集权特征是内在一致的。
“从政治上看，中央集权国家的领导者一般都热衷于纠问式诉讼，尤其是在政治制度具有专制倾向时
，以及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为，纠问式诉讼所要做的正是要竭力防止由于过分尊重个人权利而不能确保对犯罪人进行追究的情
形发生，况且一个坏人也不值得受到给予一个公民的全部保障。
”纠问式诉讼所注重的是控制犯罪的效果，而非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甚至不惜牺牲个人权利只求
有效打击犯罪，为此，刑事追诉权最好集中在主导程序的法官（纠问官）身上。
正是依循这样的逻辑，纠问式诉讼中的法官集侦、控、审三大职能于一身，拥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
他在自侦自查的基础上自诉自审，任意决定诉讼进程；在他的面前，被告人几无权利可言，不能对法
官的侦查活动产生任何影响，仅仅只是一个“程序对象”（法官的工作对象）而已，其“个人的权利
被牺牲得一干二净”。
然而吊诡也是更为可悲之处在于，由于刑讯逼供的盛行，纠问式诉讼实际上根本无法有效地打击犯罪
，因为“通过酷刑拷打取得的忏悔常常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被告的供词以及收集到的控诉都会使法庭走入迷途”。
正因为如此，自18世纪下半叶起，法国的自由派人士以及信奉自由思想的法学家不断以民主、自由、
权利为基点对纠问式诉讼制度进行批判，孟德斯鸠、贝卡利亚和当时的法国总检察长塞尔万都起来严
词抨击刑讯拷打以及诉讼程序所导致的不平等，尤其是对专断行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在这些批判声中，一个观念逐渐凸显并被人们广泛接受，这就是：刑事程序不应当仅仅考虑惩罚犯罪
人，还需要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检察官与法官不应当成为王权的工具和爪牙，更应当担负起代表国家
公益、维护社会正义的使命。
人们达成共识：法国的纠问式诉讼制度亟待改革！
　　问题是如何改革？
当时支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人士主张，政治改革应当与刑事诉讼改革以及司法组织改革同时进行，
他们强调，在这一领域，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法国应当以英国为榜样，即废除纠问式诉讼、改采控
辩式诉讼。
由此，“废除纠问式诉讼、改采控辩式制度”，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改采控辩式诉讼的关键，是改造纠问式诉讼中法官集侦、控、审三大职能于一身的权力结构，为此必
须实现控、审职能（权力）的彻底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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