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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与程序》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与程序》以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和刑事诉讼程序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不
同形态的国家均选取刑事诉讼机制作为追究犯罪的常规方式和经由刑事诉讼程序实现国家刑罚权流转
的原因与目的。《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与程序》试图洞察隐藏于国家刑罚权行使表象背后的国家权
力本质意图，并透视在这一意图实现过程中刑事诉讼机制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作用。《刑事诉讼
中的国家权力与程序》对程序在刑事诉讼机制运转过程中的机能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以此为基础对不
同时段所存在的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正当化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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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心则，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1年）、诉讼法学硕士（2004年）、诉讼法学博士（2007年
）；200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现就职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曾在《
中国法学》、《人民检察》等学术期刊、报纸发表论文、评论30余篇；参与编写《证据法学》、《刑
事诉讼法学》和《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修改专家意见稿》等教材、著作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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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一、选题缘起    二、理论工具    三、概念界定第一章  刑事诉讼的国家权力面相  第一节  前国家
时代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一、原始社会中的纠纷    二、原始社会中的自力救济及其特质    三、原始
社会中的“公力”救济及其特质  第二节  国家权力介入纠纷解决与刑事诉讼机制的 形成    一、原始社
会末期的纠纷演化趋势与原始 解纷方式之间的紧张    二、国家形态下社会纠纷的性质嬗变    三、刑事
诉讼机制是针对犯罪行为进行 自力救济的否定    四、刑事诉讼机制是对原始“公力”救济解纷 方式的
扬弃与承继第二章  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场域  第一节  “场域”和“程序场域”    一、“
场域”    二、“程序场域”  第二节  “程序场域”概念建构的工具意义    一、“程序场域”构成了刑
事诉讼中国家权力 存在的外部场景    二、“程序场域”揭示了刑事诉讼内部国家权力的 存在状态    三
、“程序场域”设定了刑事诉讼内的国家权力 与国家的位置关系第三章  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的国家权
力正当化  第一节  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正当化的理据    一、国家权力正当化的压力    二、刑事诉讼与
国家权力的正当化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正当化的要求    一、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正当化要求
的语境论    二、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正当化要求 与刑事诉讼目的  第三节  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正当化
的依凭    一、程序作为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依凭    二、程序在实现国家权力正当化过程中的 
作用与程序的价值第四章  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正当化的法治语境  第一节“法治”的一般解读与其在
刑事诉讼中的 个殊化    一、现代法治语境的核心价值    二、刑事程序法治  第二节  刑事程序法治语境
下国家权力正当化 要求的新维度    一、权利保障维度的确立    二、权利保障维度的影响    三、权利保
障维度的实现  第三节  刑事程序法治语境下国家权力正当化的实现    一、法治语境下程序对权力正当
化的特殊意义    二、引导国家权力正当化的程序场域结构第五章  我国刑事程序场域中的国家权力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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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的国家权力面相　　“刑罚之权利，唯有国家方得行使之”，这当然不是国家
凭暴力而产生的人格化的权力欲 冲动。作为一种定型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诉讼乃是一种公力救济
方式。相较于初民社会，现代性话语下公力救济中的“公力”亦即实质上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强制
性地介人到原本为私人之间的纠纷解决中来并最终形成一种常规机制，实际上宣示了自己欲图在此机
制中大展宏图的鲜明姿态，而人类文明的发展亦在不断证明着这种国家对刑罚权垄断使用的先见之明
。“在以犯罪为由对犯人处以刑罚的时候，连接犯罪和刑罚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就是程序”，因此，
自刑罚权从国家权力中分化并特定化之时起，国家运用刑罚权就都要依照特定的诉讼程序而进行。当
然我们也可以逆向思考，调换二者在因果关系中的位置，认为并不是国家行使刑罚权要依循特定的诉
讼程序，而是刑罚权的行使和流转本身不断自我目的化从而最终形成一种定型化的诉讼程序。但无论
如何，刑事诉讼作为国家运用专属的刑罚权来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其自始就是与国家和国家权力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由国家权力而非冲突主体来解决社会冲突，这是诉讼的本领特征所在。诉讼制度
在其后几千年的发展，只是诉讼技能的逐步完善，而没有改变这一特征。”民间话语谓诉讼为“打官
司”实际上颇为恰当地揭示了诉讼的此一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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