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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契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契约的基本范畴、契约语义考究、一契约词源梳理、传统契约的
基本要素、契约在社会领域的渗透、宗教神学中的契约、政治人类学中的契约、现代经济学中的契约
、契约隐喻与刑事诉讼、契约的文明隐喻、主体的独立与平等和选择的自由与理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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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建红，男，1969年10月出生，湖北红安人。曾先后就读于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从事过检察官、公务员、法官等职业，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法学》、《法学评论》、《法商研究》、《法学家》和《人民法院报》、《
检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有数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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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则予以减轻。①但需要明确的是，公正或正义是司法的生命线，而“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
是最普通的含义——是效率”②。为此，应该明确诉讼经济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为了追求程序的经
济性而牺牲程序的正当性，乃至妨碍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公正与效率似乎是存在于诉讼制度中
的一对相互矛盾的，需要加以取舍的价值取向。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却又是相互关联、不可或
缺的，因为“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公正’，如果没有效益，必将导致社会集体的贫困，那也谈不上
什么公正，即使有这种‘公正’，也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⑧。在发展节奏日益加快、利益日益多
元化的现代社会中，④刑事案件不仅在数量上日益增加，而且在犯罪类型、表现形态上也呈现出日益
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这无不加大了司法裁判的难度；与此同时，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和刑事
诉讼程序透明度的日渐增强也对司法裁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基于效率而寻求公正的理念却要
求法院或法官，哪怕面对裁判的难度和工作的压力，也不得拒绝或迟延作出裁判。正如贝卡利亚所指
出的：“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法官懒懒散散，而犯人却凄苦不堪；这里，行若无
事的司法官员享受着安逸和快乐，那里，伤心落泪的囚徒忍受着痛苦，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对比吗？”
⑤因此，在刑事诉讼制度中，通过简化程序的构建而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加以更为有效地利用，避免当
事人因程序的繁杂而遭受损害，便成为一种合理的制度性选择。“效率性一旦作为审判中基本原则之
一加以考虑，且程序上提供了几种可能选择的方案时，利用者的逻辑就开始出现在前台。从利用者的
角度对程序的评价不再仅仅是把给定了的程序作为不变的前提考虑如何去适应它，而是进一步深化到
要求把程序按方便利用者的方式加以重新构成”。

Page 5



《刑事诉讼契约研究》

精彩短评

1、感觉一般。作者的论述不是很饱满。

Page 6



《刑事诉讼契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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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