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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矛盾纠纷、协调利益关系的工作，只有以化解矛
盾为主线⋯⋯才能担负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任”。
这既是对政法工作的职责定位，也是对诉讼功能的精辟论述。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在谈到诉讼时就说，“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
”可见，通过诉讼，定分止争，最终实现无讼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和目标追求。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诉讼更成为保障生产生活秩序、疏导化
解矛盾纠纷、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和谐之纬成为诉讼的功能与价值所在。
因为诉讼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矛盾，使已经产生的纷争得到及时解决，使不和谐的状态归于和谐，而
且可以通过诉讼为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坐标，引导人们遵纪守法，友爱互助，和谐相处，预防不和谐
因素产生，有效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科学设定诉讼程序，不断完善诉讼机制，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成为诉讼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同使命。
为此，山东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于2008年12月在威海召开了以“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为主题的学术年会。
来自司法实务界和法学教育界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100余篇。
与会人员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机制的完善、刑
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的构建、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五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讨，既从理论上探
讨了完善诉讼机制的理论构想，又从司法实务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与构想。
为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理论成果转化，推动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的改革，我们将学术年会论文按研讨
专题分章择优编辑出版。
特别要说明的是，200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学术年会上，我们对30年来诉讼法学的理论研
究与司法实践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与回顾，在编辑过程中，将有关文章作为开篇一章，以此纪念改革开
放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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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理论成果转化，推动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的改革，编者将学术年会论文按研讨
专题分章择优编辑出版。
特别要说明的是，200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学术年会上，编者对30年来诉讼法学的理论研
究与司法实践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与回顾，在编辑过程中，将有关文章作为开篇一章，以此纪念改革开
放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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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事和解是刑事案件的一种变通处理方式，只是在一定情形下发挥补充和替代功能，其适用必须受到
一定的条件限制。
（1）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明确的被害人。
刑事和解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变通处理方式，在是否有罪的前提上必须准确无误，在事实上必须达到
有罪的证明标准，并符合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仅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则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并且只有当事人对被告人在有罪问题上没有争议，才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否则就可能冤枉无辜。
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处理。
（2）参与和解的主体必须适格。
被害人、被告人亲自参与，他们是最适格的参与人。
如果系未成年人，或者被害人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行为能力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参与。
如果被害人死亡的，由其继承人参与。
①（3）被告人主动认罪。
被告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表明其有悔罪的意图。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疏导并排解被害人内心因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痛苦，如果被告人对自己
的犯罪行为百般抵赖，被害人无法直接面对，就不可能进行和解。
（4）双方必须自愿同意，且意思表示真实、明知。
无论是被告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都必须出自真实意愿
。
自愿，是指被害人与被告人选择刑事和解没有受到外力施压、强迫或诱使，也没有其他利益牵制。
明知，是指被害人与被告人对于参加刑事和解的后果是明确知晓的。
（5）双方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内容必须合法，不得违背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及公序良俗。
（6）司法机关介入。
为了保障和解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司法机关应介入整个和解过程，这也正是刑事和解与私了的区别
。
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在和解过程中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双方的对话、交涉，而是对双方地位和权
利让渡的真实性、自愿性进行审查，防止被告人以钱买法或被害人被威慑不敢主张权利的现象出现，
并对和解协议是否违法、公正加以审查、确认。
四、刑事和解的制度设计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程序尚不规范，为充分发挥其
积极功能，限制并疏导其消极倾向，有必要像刑事司法程序那样，对其基本内容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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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山东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侯建军、副会长关升英任主编，山东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
会秘书长吴靖、副秘书长刘振会任副主编。
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来自山东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8年学术年会上会员提交的论文，由副主编
进行编辑初审，主编终审定稿。
由于编审人员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诚望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编者所在单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法学会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等单位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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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和谐之纬》：齐鲁法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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