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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的目的》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的目的(增补版)》书由成文堂于2007年在日本出版。该书以田口守一的名著《刑事诉讼法
》（第五版）为基础，是对该书中“刑事诉讼目的”的深度扩展，提出了应当根据各类案件的特性构
建多元化的刑事诉讼程序的理论构想，对日本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重大理论指引。
《刑事诉讼的目的(增补版)》的内容反映了2004年日本大规模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立法背景。增补版
详细介绍了日本从2009年5月份开始实施的裁判员制度，并对这种新的裁判员制度与刑事诉讼目的论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外，还介绍了2009年5月份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时新规定的合意程序
。
《刑事诉讼的目的(增补版)》的主题“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刑事诉讼基础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刑事诉讼的目的(增补版)》全面反映了该问题在日本的理论变迁与现在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这是一
本对日本传统刑事诉讼法学进行批判的著作，也是面向未来的著作，对我国刑事诉讼学的发展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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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口守一，1944年生于日本岐阜县。196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在爱知学院大学先后任
讲师、副教授、教授，1995年在早稻田大学任教授至今。从1990年开始十余年担任日本司法考试委员
会委员(刑事诉讼法)，是现在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刑事诉讼法学者之一。
早年从师于日本著名刑法学家、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先生，曾多次到中国参加学术?动和讲学，
并受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以《刑事裁判的约束力》博士论文获得早稻田大学法学博
士学位。
主要著作：《刑事裁判的约束力》(成文堂1980年版)；《基本论点刑事诉讼法》(法学书院1989年版)；
《刑事诉讼法》(弘文堂1996年初版)；《资料刑事诉讼法》(成文堂1995年版。2000年改订版)；《刑事
诉讼的目的》(成文堂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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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
增补版前言
序言
第一章 刑事程序的多样化
第一节 自白案件与否认案件
一、前言
二、自白案件的刑事程序与有罪答辩理论
三、德国的“两个刑事诉讼法”论
四、结语
补论 自白案件与否认案件
第二节 刑事法制50年与时代的课题
一、前言
二、第一时期(确立期)
三、第二时期(发展期)
四、第三时期(变迁期)
五、第四时期(变革期)
六、结语
第二章 刑事诉讼的目的
第一节 刑事诉讼目的论的重构
一、前言
二、德国法中的刑事诉讼目的论
三、日本法中的刑事诉讼目的论的重构
四、结语
补论之一 刑事诉讼的目的
补论之二 刑事诉讼的结构
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的基础理论与诉讼目的论
一、前言
二、诉讼结构论与基础理论
三、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理论的确立
四、精密司法论与模式论
五、诉讼目的论的反思
第三章 刑事诉讼中的实体真实主义
第一节 实体真实主义的相对性
一、前言
二、德国法中的实体真实主义的变迁
三、美国法中的发现真实的意义
四、实体真实主义的相对性
五、结语
第二节 精密司法论的意义
一、前言
二、精密司法论的意义
三、精密司法论与刑事司法改革
四、精密司法论与实体真实主义
五、结语
补论 松尾浩也著《刑事诉讼法讲演集》书评
第四章 有罪答辩制度与真实主义
第一节 有罪答辩的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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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夏威夷州的控罪答辩制度
三、有罪答辩文书及其受理程序
四、有罪答辩中的“事实基础”的确认
五、结语
第二节 有罪答辩与无犯罪事实的主张
一、前言
二、有罪答辩与无犯罪事实的主张
三、有罪答辩与自白
四、包容性犯罪的有罪答辩
五、结语
第三节 有罪答辩中的正当程序
一、前言
二、有罪答辩与辩诉交易的历史
三、有罪答辩的受理程序
四、有罪答辩中的正当程序
五、结语
第五章 诉因与争点
第一节 诉因与争点
一、前言
二、争点明确化与诉因变更
三、诉因事实与争点事实
四、结语
补论之一 判例研究：控诉审中的密谋认定程序中存在突袭认定被判断为程序违法的判例
补论之二 判例研究：作为机动车驾驶员注意义务根据的具体事实，经过诉因变更程序撤回的，认定上
述事实不属于违法的判例6
第二节 诉因与被告人的防御权
一、前言
二、诉因的明确性
三、诉因的简洁性
四、诉因与被告人的防御权
五、结语
第六章 被告人的处分权
第一节 改正刑事诉讼法与当事人处分权主义
一、前言
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告人处分权
三、程序处分权与诉讼物处分权
四、结语
第二节 被告人的证据能力处分权
一、前言
二、反询问权放弃说与证据能力赋予行为说
三、对笔录的反询问
四、同意的意义
五、结语
第三节 德国刑事诉讼中的合意程序
一、前言
二、德国判例的变迁
三、德国联邦普通法院1997年8月28日判决
四、1997年判决的意义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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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补论之一 2005年3月3日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大法庭裁定中关于合意程序的根据和界限
补论之二 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的合意程序
第七章 裁判员制度与刑事诉讼的目的
第一节 裁判员制度的基础
一、前言
二、裁判员制度的政策基础
三、裁判员制度的理论基础
四、结语
补论 参审制度的宪法论
第二节 德国职业法官在参审制度中的作用
一、前言
二、参审员的地位和能力
三、职业法官的任务和能力
四、职业法官的说明责任与参审制度的意义
五、结语
第三节 争点整理与核心司法
一、前言
二、争点整理程序的现状
三、从广岛杀害幼女案看争点整理
四、法院的要求说明义务
五、结语
补论 最高法院对广岛杀害幼女案的裁定
论文最初发表一览表
术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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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老公买的法律专业书，他很满意。
2、老实说，内容没有想象中的好。。。。。
3、田口守一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刑事诉讼法学家，他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学专著，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
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本书是一本论文集，自然有着论文集普遍存在的主旨不明确的缺陷，
但对了解日本刑事诉讼法还是有帮助的。
4、是那本《刑事诉讼法》的辅助。田口守一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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