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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

前言

本书是我最近七年来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决定的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我一直
认为，中国刑事诉讼法是中国所有法律当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中国刑事诉讼也是最能反映当代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当代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的领域之一。一方面，刑事诉讼是观察社会主流价值
观念的一个窗口；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又是我们了解刑事诉讼现状的一座
桥梁。因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了解中国社会，也可以通过中国社会诠
释中国刑事诉讼。这是本书取名《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因。本书借用了瞿同祖先生《中国
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书名，攀附之心不必讳言。瞿同祖先生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
度之一；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
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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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八个典型社会事件反映出来的刑诉程序问题入手，揭示了当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
题，以及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展开的深入探讨。本书从古代名剧“窦娥冤”入手，开篇即具亲
和力，将严肃的法律以戏剧分析的轻松形式展示出来，特别是对曾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从社会和法
学的多重角度进行了分析，以另类方式向读者诠释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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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延友，湖南省黔阳县（今洪江市）人。1992年至200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2001年
至2002年在英国华威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并兼任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出版有专著《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以英美法为特别参照》《沉默的自由》、《陪
审团审判与对抗式诉讼》两部、教材《刑事诉讼法》一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环球法律评论》
、《比较法研究》、《法学研究》、《政法论坛》、《清华法学》、《中外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二
十余篇，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媒体发表理论性随笔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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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致谢第一编  制度背景第1章  冤狱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之检讨——从《窦娥冤》
中的举证责任谈起  一、冤狱是怎样炼成的  二、窦娥冤案中的举证责任问题  三、事实上的有罪推定与
法律上的无罪推定  四、有罪推定的背后  五、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结论第2章  政府可以迫使其公民更加
自由吗？——非司法性拘禁及其正当化途径之反思  引言  一、行政规章下的非司法性拘禁  二、非司法
性拘禁的正当化路径  三、政府可以迫使公民更自由吗  四、非司法性拘禁背后理念的意义  五、非司法
性拘禁的未来发展趋势  结论第二编  审前程序第3章  隐私权、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性——以黄碟案
为中心的法理透视  引言  一、隐私权保护的观念与制度  二、黄碟案中隐私权保护的宪法问题  三、黄
碟案中警察行为的合法性  四、黄碟案中警察行为的正当性  五、除罪化、现代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
性  结论第4章  作为惩罚措施的逮捕——逮捕在实践中的适用与误用  引言  一、逮捕的先决条件  ‘二
、实践中逮捕的滥用：来自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  三、作为惩罚措施的逮捕  四、逮捕滥用的原因  五、
如何改革审前程序：学者之间的讨论  结论第5章  “权衡原则”是怎样把人权消灭掉的——以《刑事诉
讼法》第93条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与本章的目标  二、第93条规定的内容  三、“目的是所有法律的创
造者”  四、善良的动机与蹩脚的手段  五、都是“权衡”惹的祸  六、结语：寻求刑事程序中的底线正
义  附录  关于本章的几点说明第三编  审判模式第6章  刑事证明模式与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以裁判
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  一、诉讼的功能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  二、裁判事实可接受性之基础与诉讼
证明模式  三、中国证明模式之定位及其特色  四、证据法学之理论基础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五、实
用主义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  结语第7章  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  引言  一、证人出庭、交
叉询问与对质权  二、我国法律关于证人出庭与对质权的规定  三、证人出庭状况与对质权保障的个案
考察  四、无对质权语境下的中国刑事审判  五、通过对质权实现刑事审判方式的转变  结语第8章  裁判
的正当性与裁判的终局性——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构成与反思  引言  一、审级制度的价值目标  二、两
大法系审级制度建构之比较  三、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程序模式  四、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实际运转  五
、重塑还是完善？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方向  结语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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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终结诉讼、获得裁判的终局性裁判的终局性是指一个裁判结束纠纷、终止诉讼的能力。
任何诉讼几乎都不会出现皆大欢喜的结果，因此任何遭受不利于己裁判的当事人都有可能针对既有的
结局再次提出诉讼。如果允许当事人无休止地进行诉讼，无数次地提出上诉或申诉，那么，最终获得
胜利的就不是掌握真理或正义的一方，而是对诉讼更有毅力、更加锲而不舍的一方；当然，也可能在
理论上根本就不存在“最终获胜”的一方。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一直处于动荡不
安的境地，裁判的安定性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裁判的终局性也是任何一个诉讼不得不加以解
决的问题。裁判的终局性当然依赖于诉讼双方对于裁判结果的接受和服从，但是，这种接受和服从决
不能简单地建立在暴力威慑的基础上。相反，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正当性基础。一个没有正当性的裁判
，必然是激发不满的无尽源泉；一个具有正当性的裁判，虽然使遭受不利于己的当事人感情上不悦，
但却仍然可以获得当事人理智上心平气和的接受。因此，一个具有正当性的裁判比一个不具有正当性
的裁判更加能够获得服从与接受，从而也就更加能够获得终局性。也因此，裁判的正当性往往是裁判
终局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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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中国刑事诉讼法是中国所有法律当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中国刑事诉
讼也是最能反映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的领域之一。从社会的角度而言
，刑事诉讼是观察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一个窗口；从法律的角度而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又是我们了
解刑事诉讼的一座桥梁。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了解中国社会，也可以通过
中国社会诠释中国刑事诉讼。劳动教养等非司法性拘禁的出发点与刑罚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无论现
代刑罚的理论基础如何，报应的观念总是存在的，因此刑罚的出发点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恨；劳动教养
等措施的理论基础与报应无关，其出发点基本上可以归结为爱——那些被劳动教养的人被视为迷途的
羔羊，对他们实施劳动教养是为了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第二章 ：政府可以迫使其公民更加自由
吗？“黄碟案”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我国法律不保护隐私权，而是因为观看黄碟的行为仍然具有非正
式的法体系上的违法性从而不被当做隐私来保护。社会对于个人生活的干预仍然是全面而细致的，留
给个人的空间仍然是有限且狭隘的。正是因为此种意识形态的缘故，我们的诉讼程序才给予了国家官
员更多的信任，而对于当事人的权利则较少关注。这是我国至今未能建立起现代法治国家早已确立的
现代搜查程序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引进美国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现
实。——第三章 ：隐私权、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性在一个正常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总是会有一些有
罪者被错误地释放，也有一些无辜者被错误地定罪。我们并不认为被错误释放的人越多的社会，就越
是值得向往的社会。但是，在一个对基本权利予以充分尊重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在一个不容许侵犯基
本人权的司法制度中，尽管社会将为人权的保障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也无法完全杜绝无辜者被冤枉
的现象发生，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司法制度将更容易获得合法性，这样的社会也更容易走向文明
。——第五章 “权衡原则”是怎样把人权消灭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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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一本论文集
2、不错，内容比较前沿，详尽
3、这本书是老师推荐的，看了看看，觉得内容不错的。有助于了解中国的刑诉发展和现状
4、这本书很贴近中国当前刑事法的实施现状，与当前中国社会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很不错
。
5、书籍很好，文章论点清晰，论证充分，有助于文章写作。值得推荐
6、非常好 纸张很厚 内容绝对一级棒
7、有大段的文字属于介绍性的，很多注释是强拉硬扯。可以留给刚接触刑诉法的人翻翻，但稍微了
解点刑诉法的恐怕都不愿意深读。
8、本书也通过社会现象来考虑一些严重刑诉问题，
作者也加上了数据表等，
很使用的。
石之光
9、花了半天在咖啡馆看完这本书，很有收获，易老的严密逻辑论证是我特别欣赏的，他同时也是一
个富有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的学者，所以即使是学术书籍看起来一点也不枯燥~少于十人评价太不合
理，我要做书评沙发。
10、犀利，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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