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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申诉制度的设计是否科学，不但关系到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或者裁定的稳定性，也关系到国家
刑罚权实施的公正性以及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障。
因此，刑事申诉制度无论在诉讼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
    本书由上下两篇共十章组成。
上篇为总论，侧重对刑事申诉制度的概念、历史沿革、理论基础以及该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存
在的弊端进行初步的分析和研究。
下篇为分论，分刑事申请再审主体、时效、管辖、理由、审查等五个课题详细论证了建立刑事申请再
审之诉制度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设想。
    前言主要介绍本书的写作方法以及笔者选择该论题的初衷和想要研究的问题。
    第一章主要是对刑事申诉制度的内涵、性质，以及与刑事申诉相关的几个概念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
界定，并考察了我国刑事申诉制度的产生及立法规定。
    第二章侧重于介绍外国刑事申诉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沿革和立法现状。
    第三章对刑事申诉制度的理论基础予以了初步探讨。
    第四章重点介绍了笔者所查阅统计的某人民法院某年度62个刑事申诉案件中关于刑事申诉主体、申
诉心理、申诉期限、申诉理由、申诉的处理情况等课题的考察结果，并对考察的内容、发展态势和特
点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第五章探讨了我国目前刑事申诉复查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包括：如何审查刑事申诉没有明确规定、
刑事申诉受理机构混乱、刑事申诉主体过于宽泛、刑事申诉理由设置不合理、刑事申诉期限无限制、
刑事申诉审理期限形同虚设、驳回申诉通知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等。
同时，对我国的刑事申诉制度进行了反思，建议建立刑事申请再审之诉制度。
该制度旨在把刑事申诉活动纳入正式的诉讼轨道，把申请再审视作一种诉权为法律所规定，成立再审
之诉。
申请权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定机关提出法律许可启动再审的理由，人民法院即应再审。
只有这样，才能既保障申请权人的正当权利，制止申诉无限，保证再审的严肃性，同时又可以扭转法
院审判工作的被动局面。
    第六章建议并论证了应严格界定刑事申请再审主体。
我国目前关于申诉主体之间在地位上没有主次之分、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别的规定不利于司法机关对刑
事申诉的处理，也不利于引导公民正确行使刑事申诉权。
增加罪犯、单位、经当事人同意的律师为申请再审主体，对当事人的近亲属行使刑事申请再审权利时
附加一定的条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对民事部分不服可以提起刑事再审申请，被原裁判错误处
理其财产的个人或单位可以申请再审，从而严格界定申请再审主体的范围。
    第七章建议并论证了对刑事申请再审时效瘦予以合理限制。
由于我国法律目前尚未规定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时间限制，致使当事人在较长时间内重复申诉，司法机
关疲于应付，导致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缺乏稳定性。
因此，必须对申请再审的时效予以限制，防止诉讼永无终结之日。
    第八章建议并论证了刑事申请再审理由应详尽化。
现行法律规定的申诉理由过于宽泛、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这种立法上的含糊使得刑事申诉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行使职权的过程
中容易造成一定的分歧。
因此，我国的刑事申请再审理由在更新再审理念、着重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前提下，不但应明确区分有
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且应该就再审理由进行适当补充界定，使其明确详尽。
    第九章建议并论证了刑事申请再审管辖实行刑事申请再审一申终申制度。
目前，我国审查刑事申诉实行的是一般先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进行受理，当
事人仍不服的，再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的“二申终申制”。
这种交原审法院受理刑事申诉案件的申诉复查制度不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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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认为应从提高刑事申诉复查的审级着手，减少原审法院进行申诉复查的阻力，克服司法地
方保护主义，增强纠错能力，取消原审法院的刑事申诉管辖权，规定刑事申请再审由原审法院的上一
级人民法院管辖，并且作出判决、裁定后，立即生效，而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对其作出的裁判提出刑事
申请再审的刑事申请再审实行一申终申制。
    第十章建议并论证了书面审查立卷与刑事申请再审听证复查相结合的制度。
前者是指在进入再审申请审查之前，由立卷法官先对申诉材料进行书面审查，能够审结的，即时审结
，不能够审结的，则直接转入再审申请的立案环节。
后者是把听证的公开和公正的精神运用到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中，对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由人民
法院通知申请再审人、检察员、其他人员或组织参加，由双方围绕申请的理由、事实进行举证、质证
，由主持听证的法官进行认证的一种公开审查程序。
以上两种制度对于平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审查效率，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附则是关于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刑事申请再审之诉制度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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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申诉制度概述一、刑事申诉相关概念界定刑事申诉制度的设计是否科学，不仅关系到人民
法院生效刑事判决或者裁定的稳定性，也关系到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公正性以及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障
。
因此，该制度无论在诉讼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申诉、刑事申诉概念及法律性质《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申诉作如下解释：（1）诉讼当事人或
其他公民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不服时，依法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党、团体成员等对所受处分不服时，向原机关或上级机关提出自己的意
见。
之所以对申诉有两种解释，是因为出发点不同。
从广义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
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对国家机关的处理和决定不服时有提出申诉的权利。
公民如果依照宪法认为国家机关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合法权利，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
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
而从法律上讲，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裁判请求重新审理的要求，是法律赋予当事人行使诉讼的权利
。
因为随着申诉的提出，申诉人与司法机关之间便发生了诉讼上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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