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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至今，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六十年风雨砥砺，沧桑巨变。抚今追昔
，展望未来，令人感慨万千。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全盘学习苏联，建
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民主法治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法律
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共和国前30年，民主法治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
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局面。1978年十一届三申全会之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
制改革不断深入，为民主法治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则为民主法治
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民主法治建设由此走上了正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我国
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司法运行机制基本健全，公民法律意识普遍加强。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
到，依法治国、保障人权虽然已经写进了宪法，但是离真正实现还有漫长的道路。与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进程相适应，我国法学理论发展大体上也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法学理论
受到法律工具主义和国家意志主义的支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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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诉讼法卷》所列的11个专题，应当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30年以来在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三大领域內较具代表性的论争。这些论争除了
反映相关学科自身的理论发展与制度演进外，还从某些层面或侧面见证了新中国法治事业的起步与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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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代表性著作有：《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
、《外国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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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第一专题  关于司法独立的论争  一、引言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独立争鸣    （一）“司法独
立”的政治定位    （二）1951年暂行组织条例与“双重领导体制”    （三）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与“肃
清旧法观点”    （四）1954年宪法与“独立进行审判”    （五）反右运动与党在审判工作中的绝对领
导地位    （六）“文化大革命”与“砸烂公检法”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司法独立争鸣    （一）“独立
进行审判”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二）“党领导下的审判独立”    （三）院长、庭长要不要审批案件
的短暂插曲    （四）社会政治生活与审判独立的发展空间  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司法独
立争鸣  参考文献第二专题  关于检察机关定位的论争  一、引言  二、检察机关与检察权的性质之争    
（一）焦点一：检察权的性质之争    （二）焦点二：法律监督是否为检察权本质属性之争  三、检察机
关的领导体制之争    （一）历史变迁    （二）领导体制之争  四、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争    （一）概说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    （三）批准逮捕权    （四）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  参考文献第三专题  关于无
罪推定的论争第四专题  关于刑事诉讼目的与构造的论争第五专题  关于免予起诉制度的论争第六专题  
关于死刑核准权的论争第七专题  关于民事诉讼模式的论争第八专题  关于民事诉权理论的论争第九专
题  关于民事裁判既判力的论争第十专题  关于证据概念和属性的论争第十一专题  关于证明标准的论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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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
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
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①通过上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法律规定的描述，可以看出
，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大致经历了从垂直领导到双重领导的变迁，而双重领导体制本身的内涵前后又
有所不同。最高人民检察署李六如副检察长在《关于和的说明》中指出：在原来的《最高人民检察署
试行组织条例》中是采取垂直领导的原则的，但因试行一年多的经验，有些窒碍难行之处。故修正案
改为双重领导，并在《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中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同时又为各级人
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②之所以如此，是与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紧密相
关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级人民检察署又多不健全或尚未建立，因此只
能在中央统一的政策方针下，授权予地方人民政府。而且地方政权领导强，经验多，易于了解本地情
况，方便对各级人民检察署予以指导和协助。在此之后，检察机关经历了十年“文革”，检察制度被
破坏殆尽，直至1978年《宪法》恢复了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并且规定了检察院的领导体制问题，但
要注意的是，1978年对于上级检察院对待下级检察院的职权规定的是“监督”而非“领导”，到
了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才明确了“双重领导”的原则。在相关的说明中再次强调，这种调整是与
我国的客观实际相符合的，调整之后有利于开展检察工作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职权，从而有利于对全
国的法律进行统一的法律监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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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诉讼法卷》：《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由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
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任总主编，由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知名中青年学者担任各卷主编。《实录》以
史家的笔法，以“实录”的方式，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再现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
法学重要问题的论争，从一个侧面揭示我国法学从“荒蛮之地”走向“显学”，从“幼稚之学”走向
成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历程。读者不仅能从其间领略到我国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也
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六十年民主法治与法学发展的艰辛历程。六十年来。我国法学的发展如同唐僧西
天取经那样，历尽波折，备尝艰辛。其间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做了忠实记录，以留给
后人评判。再现六十年法学历史进程的恢弘之作，以史家的笔法真实记录法学重要问题论争首次以“
实录”的方式研究法学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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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来当工具书用，需要时翻翻。
2、大家系列，热点追踪，立法司法执法领域可以加深理解
3、对学习研究很有帮助，以后慢慢读
4、文献综述和评论挺清楚的。

Page 8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诉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