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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推定的基本理论》

内容概要

褚福民编著的《刑事推定的基本理论——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理论阐释》从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
角度讨论刑事推定问题，对事实推定、法律推定、法律推定与刑事证明的关系、推定的规制、刑事推
定的理论障碍、证明困难解决体系视野下的刑事推定等问题进行描述和解释，对事实推定是否存在、
如何规制推定的设置和运用、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解决方式等实践和理论难题进行讨论和回应。
《刑事推定的基本理论：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理论阐释》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中国司法实践中
的问题出发，注重描述和解释问题，以提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为目标，推进理论创新、指导实践
。《刑事推定的基本理论——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理论阐释》注重交叉学科的研究思路，试图通过刑
事推定这一小问题展现法学研究的大视野，在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推
进刑事法律的一体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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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褚福民，1979年4月生于山东枣庄，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讲师。在《中外法学
》、《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法学论坛》等法学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数篇被《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转载，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律师建议稿与论证》等图书编写，有若干篇评论发表在《南方周末》等报刊中。主持、参与十余项科
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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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与刑事推定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困难  二、作为证明困难解决
方式的刑事推定  三、使用推定解决证明困难的优势与界限  四、小结第二章 刑事推定之研究回溯与课
题梳理  一、推定的概念  二、推定的分类  三、刑事推定的功能  四、刑事推定的构成要素与适用结构  
五、刑事推定的效力  六、刑事推定的规制  七、刑事推定与诉讼模式的关系  八、小结:研究刑事推定
面临的基本课题第三章 事实推定之客观存在与正当性质疑  一、独立于间接证据证明的事实推定  二、
作为法律推定来源的事实推定  三、司法实践中事实推定之梳理  四、事实推定的存在原因  五、事实推
定的正当性质疑  六、小结第四章 法律推定之理论界定与实证考察  一、法律推定的基本特征——以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的分析  二、准法律推定  三、我国法律推定之梳理  四、设置法律推定之基本规
律  五、设置法律推定之原因分析  六、我国法律推定设置方面的基本问题  七、小结第五章 法律推定
与证明制度关系之双维考察  一、证明责任概念体系的梳理与选择  二、美国法中法律推定与证明制度
关系之梳理  三、我国法律推定与证明制度关系之考察  四、中美法律推定与证明制度关系之比较分析  
五、法律推定与证明程序规则之考察  六、小结第六章 规制推定之方案反思与课题展望  一、现有改革
方案之利弊分析  二、两种改革思路之述评  三、规制事实推定的改革建议及其反思  四、规制法律推定
的基本课题  五、规制推定与权力制约  六、小结第七章 刑事推定之理论障碍及其破解  一、刑事推定
与无罪推定原则  二、刑事推定与证据裁判原则  三、刑事推定与认识论  四、小结第八章 证明困难解
决体系视野下的刑事推定  一、司法实践中的变更待证事实方式  二、引入严格责任解决证明困难？  三
、阶梯型罪名体系的扩展与证明困难的解决  四、刑事推定在解决证明困难方法体系中的定位  五、实
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六、小结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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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些年来，推定问题成为证据法学研究中的“显学”，关于推定问题的论文、专著频频面世。在
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中，关于推定的论文有数百篇，相关的博士论文已有近十篇，已经出版的包括以下
几部：邓子滨所著《刑事法中的推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赵信会所著《民事推
定及其适用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李富成所著《刑事推定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2008年版），赵俊甫所著《刑事推定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通过阅读这些专著、
文章、案例，并查阅、分析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地区
的法律规定、相关文章，笔者认为目前针对推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首先，在基础理
论方面，研究者对于推定的概念、分类、构成要素和适用结构、功能、效力、规制、与诉讼模式的关
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对于一些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其次，一些实务工作者对司法实践中
的推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围绕实践中推定的适用对象、效力、适用规则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整理
。再次，针对个罪是否为推定型犯罪、如何适用推定等相关问题，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进行了讨论和争
鸣，其中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持有型犯罪等问题的讨论比较深入。最后，有些学者从交叉学科
的角度对推定问题进行研究。比如有学者从诉讼证明的角度分析金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境，
并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角度分析了可能的出路。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对推定问题的研究还有很
多需拓展的空间。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的研究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有待加强。纵观
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是进行理论分析和比较法考察，对于实践中的问题，如刑事推定与解决证明困
难的关系、司法实践中推定之运作现状、事实推定的地位、法律推定之规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等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于推定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如适用条件、程序、效力等问题，司法实
务工作者基本语焉不详，学者们的理论研究成果在解释实践、指导实践方面发挥的作用也略显不足。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对策法学、思辨法学的研究思路，对中国问题的研
究比较薄弱，以中国实践为出发点提出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很少看到。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学术研究的通常途径是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进行概念化、模式化研究，或者经过证明、证伪、扩
展等论证活动，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实现突破，发现新理论或者原有理论的例外，从而实现理论创新。
显然，这种方法与对策法学、思辨法学的研究思路存在很大差别，其理论创新的研究目的很难在对策
法学、思辨法学的研究方式中实现。　　第三，从研究视野来看，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在证据法的范
围内，很少能够从交叉学科的视野讨论推定问题。笔者认为，推定是打通刑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
之间的研究壁垒，实现刑事法律研究一体化的突破口，是联系刑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的纽带和桥
梁。因此，从多学科扩展研究推定问题的视野，是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推定问题研究
走向深入的必要条件。　　针对以上研究现状，笔者选择从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角度研究刑
事推定问题。 　　首先，从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视角研究刑事推定，是把握我国司法实践中
刑事推定问题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刑事推定作出明确规定的条文不多，但在
司法实践中，运用推定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却不在少数。对于这种现状可能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的证明困难，而推定作为证明困难的解决方式当然会
被普遍适用。2006年，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检察》杂志社曾共同召开“毒品犯罪主观故
意的认定”专题研讨会，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毒品犯罪主观故意认定
中的证明困境，以及使用推定的必要性;2008年暑期，笔者赴云南昆明进行实地调研，对于司法实践中
毒品犯罪的证明困难和推定的适用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并收集到第一手资料。此外，通过阅读和分
析相关文章、规范性文件、案例，笔者对于金融诈骗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交通肇事犯罪、走私犯罪
等典型犯罪中构成要件的证明困难，以及相应的刑事推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于证明困难与刑事
推定的关系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通过对司法实践现状和问题逐步深入的把握，笔者认识到要从中国
司法实践出发研究刑事推定，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角度是必然的选择，这是司法实践中刑事
推定的核心问题。　　其次，从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视角研究刑事推定，有利于扩展研究视
野，推动理论创新。如前所述，目前学界对刑事推定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就推定谈推定、在证据法的
范围内讨论推定，这种研究思路会导致研究视野受到限制，很难提出理论创新。如果能够打开研究视
野，从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视角研究刑事推定，则可将刑法和证据法的问题联系起来;要从解
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视野中研究刑事推定，同样绕不开诉讼程序等程序法问题，这又能将诉讼法
和证据法问题联系在一起。可见，交叉学科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推进问题研究的深入，使研究刑事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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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局限于证据规则本身;同时，开阔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打通部门法之间的无形隔阂，通过以推定为代
表的程序法思维方式与实体法思维方式的碰撞，在刑法和程序法、证据法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促进刑
法、证据法、程序法之间研究的一体化。另外，从不同部门法的角度对证据问题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有助于发现传统研究视野下无法发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　　最后，从解决犯罪构
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视角研究刑事推定，能够推动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尝试。纵观推定问题的现有研
究成果，基本上采取了两种研究路径和方法。一种是从规范到规范、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思路，从理
论分析的角度对推定的概念、功能、分类、效力等问题进行规范研究;另一种是就实务谈实务的研究思
路，将司法实践中的推定加以总结和归纳，并提出对策，但缺乏理论升华和解释。这种研究现状导致
理论和实践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理论研究往往局限在逻辑、规范的层面，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对实
践中经验事实的关注，研究成果对实践缺乏解释力;局限于实务的研究思路，导致研究深度不够，无法
从中国司法实践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创新性理论。而从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角度研究刑事
推定，能够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出发，提出具有普遍
解释力的理论，以推进理论创新、指导实践。从实践出发提出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研究方法，是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要求，笔者尝试用这种方法研究推定问题;而从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角
度研究刑事推定，为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非常合适的角度和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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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推定的基本理论——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理论阐释》通过梳理推定的概念、意义、分类、效力
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提炼出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作者褚福民基于对实践问题的考察，选取解决犯罪
构成要件证明困难这一视角研究刑事推定问题，体现出作者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在对“问题”的
研究思路上，本书没有局限于“提出问题一解决问题的理论或者比较法依据—构建方案”的传统研究
框架，而是关注理论创新，着重从理论角度解释中国现状的原因、分析实践背后的理论问题。例如对
是否存在事实推定问题的讨论，作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别讨论了事实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
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界限，从而为事实推定的客观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Page 7



《刑事推定的基本理论》

精彩短评

1、推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理论和实践都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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