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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介绍了刑事简易
程序的基本研究范畴、基本类型、理论基础、立法沿革等，并分析和对比了我国1996年和2012年两次
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提出了立法完善建议。书稿运用实证资料、表格
，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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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选题意义
（一）来自比较法层面的分析
（二）来自大陆司法实践的分析
二、研究范围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的方法
（二）比较研究的方法
（三）实证分析的方法
第一章 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范畴研究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展开
（一）简易程序的起源：“历史阶段说”评述
（二）刑事简易程序的开始：基于法律记载的考证
（三）刑事简易程序概念的层次性
二、刑事简易程序的价值评析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公正价值
（二）刑事简易程序的效率价值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实用价值
（四）刑事简易程序的和谐价值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特征
（一）审理方式简化
（二）诉讼主体简化
（三）适用范围受限
（四）结果轻缓，救济受限
（五）多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
（六）程序类型多元化
第二章 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类型研究
一、处罚令程序的类型化分析
（一）德国的处罚令程序
（二）日本的简易命令程序
（三）意大利的处罚令程序
（四）台湾地区的简易判决处刑程序
二、快速审理程序的类型化分析
（一）德国的简易程序
（二）日本的快速审理程序
（三）意大利的快速审理程序
（四）美国的快速审判程序
（五）台湾地区的简式审判程序
三、认罪处刑程序的类型化分析
（一）美国的认罪处刑程序
（二）英国的认罪处刑程序
四、辩诉交易程序的类型化分析
（一）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
（二）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
五、域外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
（一）适用范围有限性向扩大化转变
（二）适用标准从单一性向综合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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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程序类型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变
（四）程序性质从权力式向权利式转变
第三章 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研究
一、程序正义性理论与刑事简易程序
（一）程序正义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二）程序正义性的基本要求
（三）程序正义性理论与刑事简易程序的关系
二、程序经济性理论与刑事简易程序
（一）程序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二）程序经济性的基本要求
（三）程序经济性理论与刑事简易程序的关系
三、程序谦抑性理论与刑事简易程序
（一）程序谦抑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二）程序谦抑性的基本要求
（三）程序谦抑性理论与刑事简易程序关系
四、程序多元性理论与刑事简易程序
（一）程序多元性的实体基础——刑事案件类型化
（二）程序多元性的现实基础——主体需求多样化
（三）程序多元性理论与刑事简易程序的关系
第四章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沿革
一、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早期立法
（一）刑事简易程序立法初现端倪
（二）民国初期刑事简易程序的单行立法
（三）刑事简易程序立法首次入典
二、新中国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
（一）刑事简易程序立法断代
（二）“严打程序”产生及特征
三、当代刑事简易程序的确立与完善
（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的简易程序
（二）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的简易程序
第五章 1996年刑事简易程序的规范与实证分析
一、我国设置刑事简易程序的现实背景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评述
（一）立法层面的规范要件
（二）司法层面的积极效果
（三）存在的问题
（四）、“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评析
1.适用范围
2.具体程序
3.司法效果
三、“海淀法院”模式的探索与评析
（一）探索的具体内容
（二）探索的效果评析
第六章 现行刑事简易程序的规范与实证分析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修改
（一）修改的内容
（二）修改的意义
二、相关法律规范及有关试点对刑事简易程序修改的影响
（一）《刑法修正案（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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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影响
（三）“轻刑快审”改革试点——基于北京地区法院系统的实证分析
1.案件审理情况
2.试点效果评析
3.存在的问题
三、2012年《刑事诉讼法》自实施以来的实践情况
四、问题视角下现行法存在的不足
（一）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仍不够独立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激励性问题
（三）程序简化的内容问题
（四）简易程序类型问题
（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规定问题
第七章 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完善建议
一、完善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理念
（一）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
（二）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
（四）针对司法改革坚持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姿态
二、完善刑事简易程序的体系化标准
（一）案件的类型化——案件标准
（二）被告人自愿认罪——主体标准
三、增设“轻刑快审程序”
（一）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二）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设立“一般简易程序”
（一）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二）具体的制度设计
五、设立“重罪简易程序”
（一）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二）具体的制度设计
六、特殊规制未成年人案件简易程序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
（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特殊规制
七、完善刑事简易程序特别证据规则
（一）设立简易程序证据规则的原则
（二）构建刑事简易程序特别证据规则
八、处理好刑事和解与简易程序之间的衔接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界定
（二）刑事和解的政策价值
（三）刑事和解与刑事简易程序的衔接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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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亮点在对实务方面的介绍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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