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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的理念》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研究刑事辩护问题的学术专著。作者涉足刑事辩护问题的研究，从开始的直观认识、初步
感悟，逐渐从律师辩护的经验中进行一定的理论思考，通过概念化的努力，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经验
上升为中国的刑事辩护理论，最终形成这部刑事辩护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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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华，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曾获得中国法学会
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主要研究领域是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程序法
理论、法学方法。在程序正义、程序性制裁、诉讼构造、诉讼模式、证据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
了一些创新性的理论，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具有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主要著作有：《刑事诉讼的
前沿问题》、《程序正义理论》、《程序性制裁理论》、《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刑事证据法的
理论问题》等。

Page 3



《刑事辩护的理念》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刑事辩护的理论挑战
一、刑事辩护的旧理论与新问题
二、刑事辩护的双重意义
三、程序性辩护和量刑辩护的兴起
四、辩护权的诉权性质
五、辩护权的权利主体
六、辩护制度发展的理念支撑
第二章 刑事辩护的基本形态
一、刑事辩护形态分类的问题
二、“五形态分类法”的提出
三、审判前的辩护形态
四、“五形态分类法”的局限
五、“五形态分类法”的完善
第三章 独立辩护人理论
一、独立辩护人理论的提出
二、德国的“独立司法机关”理论
三、中国的独立辩护人理论
四、对独立辩护人理论的反思
五、律师独立辩护的限度
六、以委托人授权和信任为基础的独立辩护
第四章 有效辩护理论
一、有效辩护问题的提出
二、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
三、美国无效辩护制度的理论贡献
四、中国的有效辩护制度
五、我国引入无效辩护制度的可能性
六、有效辩护视野下的辩护制度
第五章 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
一、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难题
二、忠诚义务的多重含义
三、忠诚义务的基本依据
四、忠诚义务的边界
五、忠诚义务的实现
第六章 刑事诉讼中的量刑辩护
一、量刑辩护的出现
二、量刑辩护的性质
三、量刑辩护的独特方式
四、既存情节与后发情节
五、认真地对待量刑辩护
第七章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辩护（上）
———理论的分析
一、程序性辩护的出现
二、程序性辩护的性质
三、作为诉权行使方式的程序性辩护
四、程序性辩护的目的
五、程序性辩护的两种模式

Page 4



《刑事辩护的理念》

第八章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辩护（下）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切入的分析
一、律师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难题
二、案例的引入
三、程序性辩护的独特方式
四、程序性辩护的制度困境
五、律师界对程序性辩护的探索
六、制度夹缝中的程序性辩护
第九章  审判前程序中辩护权的救济问题
一、辩护权救济问题的提出
二、2013年以后的“会见难”问题
三、通过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
四、向谁辩护，谁来倾听？
五、侦查程序的可诉性问题
第十章 被告人的自主性辩护权
———以律师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
一、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的提出
二、“会见权”的重新定位
三、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的提出
四、确立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的正当性
五、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的实现
六、作为辩护权行使者的被告人
第十一章 被告人的阅卷权
一、从律师阅卷权到被告人阅卷权
二、被告人行使阅卷权的正当性
三、被告人行使阅卷权的消极后果
四、被告人的双重诉讼角色与阅卷权
五、解决被告人阅卷权问题的基本思
第十二章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三种模式
一、律师调查取证的难题
二、自行调查模式
三、申请调查模式
四、委托调查模式
五、律师调查取证的发展方向
第十三章 辩护律师说服法官的方式
一、说服法官的难题
二、诉权控制模式
三、裁判权控制模式
四、诉权影响裁判权的模式
五、辩护权实现的最低程序保障
六、律师说服法官的方式

Page 5



《刑事辩护的理念》

精彩短评

1、制度改革的推进需要激情努力和勇气争取，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则要理性分析和冷静反思。
2、本书也许更适合法官和立法者阅读：于前者，即使缺乏相应依据也应最大限度附具理由地回应辩
方的诉请。于后者，应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上保证辩方享有充分的诉权，以及确立对追诉机关的程序性
制裁措施。
3、介绍一些辩护方面的理论。美国德国的都有。比如关于辩护人独立地位和忠诚义务的问题就很发
人深思。庭审时不止一次见到被告人辩称无罪而其辩护人“独立发表有罪辩护意见”的情况。这种做
法严重冲击辩护的一般伦理。通常而言，刑事辩护是经验化的活动，必须带有一定实践经历，才能体
会到淬炼理论的重要性
4、忠诚义务、有效辩护、独立辩护人理论、自主性辩护、辩护的五种形态⋯⋯本书关注的几大理论
命题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多散见于学者的讨论和实务界的争议之中，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刑事辩护
规律。从方法上，作者以对辩护实践的观察为起点，直接从已有事实出发去“发现”，而不是逻辑演
绎上的“认为”，进而发展适合中国的刑事诉讼理论，更进一步地进行理论上的对话与反思。内容上
的创见亦值得关注，其中作者致力澄清的刑事辩护规律之一在于：以刑事诉讼的控辩审诉讼结构为基
础，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较为重视辩护的抗辩属性，而忽略了辩护的“说服裁判者”之属性。开启性
的论题，加之论证清晰，都为赞同、反对亦或是推进者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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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刑事辩护的理念》的笔记-第70页

        之所以要设置律师制度，从根本上是要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确立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律师通过为
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既可以有效制约国家机关权力，防止这些权力的滥用，又可以为那些遭受公共
侵权的个人提供有效的救济。而在刑事诉讼中设置辩护制度，也不仅仅是维护个别被告人的权益，更
主要的是维护程序的正义，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在法庭审判中，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与公诉
机关、裁判机关进行程序上的交涉、抗辩和对话，成为被告人人权的最大维护者，这是实现司法正义
的制度保证。

2、《刑事辩护的理念》的笔记-第24页

        #笔记

第一章 刑事辩护的理论挑战
一、刑事辩护的旧理论和新问题我国1979年通过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的制度。1996年，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将律师参
与辩护的范围从原来的审判阶段延伸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而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则首次明确
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使得律师在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庭前会议环节可以发
表辩护意见，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获得更为有效的程序保障。难道“会见权”仅仅属于律师专属的
诉讼权利？难道在押的嫌疑人、被告人就不能享有“要求律师会见的权利”？对哦，被告人当然应该
有这种权利，我们现在说的是被告人有委托律师的权利，但什么时候会见，其实双方应该都有权利。
但也不是说被告人一提出律师就必须的见，而是当律师想见的时候，被告人想就见，不想就不见，看
守所不能干涉。同样被告人想见律师，也得看律师是不是也详见被告人啦。
阅卷权，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律师所独享的诉讼权利，嫌疑人、被告人都被排斥在阅卷主题之外。这
个问题团队也讨论过，确实这种观点没什么道理，经不起推敲，为什么司法实践中有这么多经不起推
敲的想当然的理论。

二、刑事辩护的双重意义在没有裁判者参与的诉讼活动中，被告方针对刑事指控所进行的申辩活动，
属于“自然意义上的辩护”；而在中立裁判者参与的诉讼活动中，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为消弱或者推
翻刑事指控所进行的防御活动，则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自然意义上的辩护，嫌疑人在审判前
阶段所做的各种辩护活动。
为了有效地与法官展开对话，辩护律师应当遵守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具体而言，辩护律师应当对法
庭保持基本的尊重，而不能有藐视法庭的言行；辩护律师应当始终面向裁判者进行有理有据的申辩和
论证，而不应面向旁听者发表演讲；律师应当通过法庭这一途径表达本方的辩护意见，而不应将正在
争议的案件诉诸新闻媒体，不应通过社会舆论对司法裁判者施加压力；辩护历史应当使用与法官相同
的理论、案例、政策和思维方式，来形成本方的辩护思路，如可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学术观点
，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对相似案例的裁判理由和裁判结论；⋯⋯四、辩护权的诉权性质辩护
权也可以被分为程序申请权、程序选择权、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

“律师持三证无障碍会见权” 但，会见权应当表述为“申请会见权”。所谓“会见权”其实是“律师
申请会见在押嫌疑人”与“在押嫌疑人要求会见辩护律师”的有机结合。
律师的调查权不能被仅仅定位于律师“自行调查证据的权利”，而必须辅之以“申请法院强制调查”
的权利。

“获得法院以强制手段确保证人出庭的权利”是美国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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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分为自然意义上的辩护和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未来应扩大法律意义上的辩护。通过设置审前法官
参与的方式。
辩护的形态分为“实质性辩护”、“程序性辩护”和“量刑辩护”，而律师和司法工作者如何判断三
种辩护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辩护权是一种诉权，辩护权是被诉当事人的权利，因此被羁押嫌疑人应当享有会见权和阅卷权。
调取证据权实际上必须应当辅之以“申请法院强制调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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