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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

前言

　　刑事审判是重要的诉讼程序之一。它是在对刑事犯罪进行侦查，并对一个人提起诉讼后，用一种
权威的、决定性的方式，对一个案件中仍然存在的事实和法律的重要问题，给社会提供最后的解决方
式。如果这种方式不是公正有效的，所施加的刑罚似乎就不能被认为是合法和有保障的。基于此种原
因，多数国家都做出相当的努力关注他们在刑事审判中所使用的方式。　　然而，当今传统的刑事审
判在许多国家正面临着挑战。案件的数量超越了法院有能力处理的数量，所以给审判制度造成压力。
在一些普通法国家，传统的陪审团审理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不经常使用的审理模式，它已经被有罪答辩
和辩诉交易所替代。然而大量案件的积压不是唯一对公正审判——例如，公开审判权和对证人的质证
权——等原则造成威胁的原因，有时反恐的压力也使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原则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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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

内容概要

《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内容简介：刑事审判在当今世界遇到许多挑战，其中重要的挑战之一就是如
何平衡准确裁判与保障基本权利以及其他重要价值间的关系。《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以国际人权法
为视角，介绍了与刑事审判程序相关的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从比较的角度介绍了他国贯彻国际人权法
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并对我国相关的立法和实践状况进行了介绍和评论。相信此书不仅对研究、学习
刑事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程序法以及人权法的学者、学生有裨益，而且也会为立法者提供最新的立
法参考并为刑事法律的实施者提供重要的执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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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何谓“刑事审判程序”的概念和范围？即使我们暂时抛开刑事审判程序中各个具体阶段的
问题，一些基本问题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刑事审判其所期待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是何
方的目的？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应依照哪方的目的设计审判程序？何为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当今，刑
事审判是否仍然保持着刑事诉讼程序乃至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地位？在刑事审判程序中，抗辩式的、
正式的法庭审理程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特别是英美法国家，正在激烈地讨论是否应变革陪审团
审理的方式。这本微薄之作很难对上述所有问题进行讨论，但是至少会简单讨论刑事审判的概念、刑
事审判所面临的挑战、存在的必要性和其所期待的目标等问题。如果不对这些基本问题有简单的铺垫
，就会失去讨论的根基。　　其次，“人权”在刑事审判程序中的保障更是范围广泛的问题。暂且抛
开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各个具体权利的理论问题，只是对于人权的一般基本理论问题就有许多争议。例
如：目前对于何谓“人”和“权利”甚至都存在争议，并且涉及极其广泛的领域。在“人权”的概念
下，有些是讨论单一、具体的问题，如难民问题、战争的被害人、种族歧视问题等，而本书无法涉及
这么广泛的领域，而是主要涉及刑事诉讼程序中、特别是刑事审判程序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即使这样
所谓“狭窄”的研究题目，事实上还是涉及非常广泛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传统等各
个领域，而本书主要集中讨论以国际、国内人权法为范围的刑事审判程序中的人权保障问题。此问题
也受制于基本人权理论。例如：从哲学或法理学的角度，人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人权有否绝对和相
对层次的划分？本书主要讨论的“公正审判权”应定位于哪个层次？审判中的人权保障与审判程序中
其他的价值追求是何种关系？当这些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应以何种原则和标准解决价值之间的冲
突，能否对这些价值进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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