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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主要内容包括：从部门法学哲理化到刑事诉讼法哲理研究，一、对部门法学
哲理化的认识和理解，二、《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教材的哲理走向，三、刑事诉讼法哲理
已经成为博士毕业论文的重要选题，四、课题研究中的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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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崇义，男，1940年11月生，河南内乡县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留校
从教至今。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该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享有突出贡献政府津贴。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检察学会副会长，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并兼该会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警察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诉讼法学会
副会长等社会职务。曾任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纪委培
训中心等院校兼职教授。

    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法学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讲授“刑事诉
讼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学”等课程。其科研成果丰硕，独著和合著作
品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多部著作获教育部、北京市科研奖。代表作有199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
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200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2003年出版的《诉讼原理》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研究生专用教材，2004年
出版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获北京市社科二等奖），2006年出版的《迈向理性刑事诉
讼法学》（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7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获司
法部第三届全国优秀教材科研成果二等奖），2009年出版的《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获北京
市社科一等奖）。其编著的《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教材被司法部、教育部命名为高等院校法
学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十五”国家级教材。其主编的《诉讼法学文库》，已出版80余本，着力于发掘
青年才俊和推介高水平的诉讼法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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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部门法学哲理化到刑事诉讼法哲理研究　一、对部门法学哲理化的认识和理解　二、《刑
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教材的哲理走向　三、刑事诉讼法哲理已经成为博士毕业论文的重要选
题　四、课题研究中的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　　（一）“刑事诉讼哲理化”主张的提出　　（二）课
题研究中的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第二章　诉讼认识论　一、诉讼认识论的产生　二、诉讼认识论的界
定和内涵　　（一）诉讼认识主体　　（二）诉讼认识客体　　（三）诉讼认识的本质属性　　（四
）诉讼认识对证据的自由评价　三、诉讼认识结果和评判标准　　（一）什么是“客观真实”　　（
二）能否达到“客观真实”　　（三）法律真实是刑事诉讼认识的结果和诉讼证明的任务和要求　四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一）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含义　　（二）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差
异中的一致与一致中的分歧　　（三）“法律真实”标准的合理性、正当性第三章　诉讼价值论　一
、对法哲学、价值论与诉讼法原理的研究　　（一）法哲学与价值论的关系问题　　（二）部门法哲
理化中价值取向　　（三）两种哲学观中的价值取向　二、对中国刑事诉讼价值变迁的研究　　（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刑事诉讼价值变迁　　（二）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学的价值变迁　三、对域外刑事
诉讼价值论的研究　　（一）程序的四种法律观之争　　（二）正当法律程序革命　四、对中国刑事
诉讼价值论发展的研究　　（一）学术界在刑事诉讼价值中的争议焦点　　（二）应当倡导的刑事诉
讼价值观　五、刑事诉讼价值观的应用　　（一）价值观在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中的应用　　（二
）价值观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的应用　　（三）价值观在刑事证据理论与立法中的应用　　（四）
价值观在人本主义司法中的应用　　（五）价值观在侦查讯问“三项制度”中的应用　　（六）价值
观在检察学建设中的应用　　（七）价值观在刑事和解改革中的应用　　（八）价值观在量刑程序改
革上的应用第四章　诉讼人本论　一、人本主义解读　二、我国人本主义（或日人文精神）的含义　
三、人本主义（或人文精神）与刑事诉讼　四、人性化是刑事诉讼法具有人文精神的前提　　（一）
人性的含义　　（二）人性概念的综合性：需求、知性与德行　五、刑事诉讼法的人性化　　（一）
树立正当法律程序理念，认可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理需求　　（二）合理调整刑事诉讼结
构，尊重当事人的合理需求，正视司法人员的人性弱点　　（三）建立或完善具体诉讼制度，认可与
保障合理的利益需求，尽量减少司法人员人性弱点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六、刑事诉讼法与人权　　（
一）人权的含义及其内容　　（二）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的重要性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人
权保障之不足　　（四）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加强人权保障第五章　实证方法论　一、刑事诉讼
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研究方法意识形态化：阶级分析法的一元化　　（二）个性化研究方
法的初步探索：注释研究方法的普遍化　　（三）比较研究方法的推广：研究方法多元化努力　二、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的扩展——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　　（一）实证研究方法的语义分析　　
（二）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三）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转型　三、实
证研究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一）以哲理之思维指导实证研究——实现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目的的一个选择　　（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探索从教学开始——模拟法庭教学法　　（
三）实证研究方法在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的运用——实证研究的价值与功能的彰显第六章　诉讼原理
研究　一、推进诉讼法学的发展，必须研究诉讼原理　二、诉讼原理见解　三、诉讼原理与法哲学第
七章　检察制度原理研究　一、研究检察制度原理的必要性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原理　　（一）权力结构模式　　（二）权力制衡　　（三）公平正义　　
（四）公共利益　　（五）法制统一　　（六）人权保障　　（七）正当程序　四、检察制度原理与
法哲学　五、法律监督职能哲理论纲　　（一）一元分立论　　（二）对立控制论　　（三）存在决
定论　　（四）职权二元论第八章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　一、理性解读　二、刑事诉讼法再
修改理性思考　　（一）从以斗争哲学为指导转向以和谐哲学为指导　　（二）从国家本位转向国家
、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　　（三）从一元化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　　（四）从权力治人转向权利
保障　　（五）从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　　（六）从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　　（七）从客观真实
转向法律真实　　（八）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向两者并重最终转向程序本位　　（九）从高压从重转向
宽严相济　　（十）从国内优位转向国际优位附录　樊崇义教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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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是，不能以实证研究否定哲理研究，哲理化的研究方法和走向是注释法学、文本法学迈向理
性法学的必然选择，只有从法理学和哲学原理上，对各个部门法学中的问题作出合理论证，才能使各
个部门法学走向理性，才能深刻理解各个部门法学的科学性。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实证研究的方法
，还是哲理化的研究方法，都是各个部门法学研究必须采用的不可缺少的方法。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
哲理化研究，笔者主持并带领学术团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已经出版的《诉讼原理》、《迈向理性刑
事诉讼法学》等专著，就是刑事诉讼法学哲理化研究的成果。《诉讼原理》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通用
的研究生教材，《迈向理I生刑事诉讼法学》于2008年11月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物”提
名奖。除此之外，还有12名博士研究生以刑事诉讼法哲学为选题作为研究方向，出版了专著，有的还
获得了各种奖项。例如，锁正杰博士所著的《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获得中国法学会中青年专著一
等奖，还有吴宏耀博士所著的《诉讼认识论纲》、方金刚博士所著的《案件事实认定论》、李静博士
所著的《证据裁判原理初论》等，都分别得到不同的表彰，这些哲理研究的成果，对刑事诉讼法学的
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二、《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教材的哲理走向我国《刑事诉讼法
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经四代。第一代教材称为《刑事诉讼法教程》
，以注释法律条文的方法进行编著，分总论、证据论和程序论三部分；第二代教材改称为《刑事诉讼
法学》，在原三论的基础上，加强了一些学理解释；第三代教材《刑事诉讼法学》，在第二代的基础
上增加了哲理范畴，即用专章论述刑事诉讼的目的、职能、价值、模式、阶段、法律关系等，在讲清
刑事诉讼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程序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专章予以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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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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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价格没变化，我喜欢。
2、大部分感觉很牵强
3、很好，有助于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和理解
4、学诉讼法的，买开看看，挺高深的
5、该书很有深度，看得出是樊教授的鼎力之作，对刑事诉讼有着独到而实际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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