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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学领域的学术发展趋势 
 

法学所  屈学武  熊秋红 
 

  一、刑法学学术发展趋势 
  在学术发展方向上，目前中国刑法学界已初步凸显出将刑法学与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

信息网络法学、环境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交叉整合研究的趋势。例如，近年来国内刑法学界就

相继出版了不少有关经济刑法学、金融刑法学、环境刑法学、行政刑法学、刑事一体化研究的学

术力作。 
  在刑法意识上，目前，由于人权意识的整体提高，“人本主义”的刑法观愈来愈深入人心。

这一观念更新在国内更加明显，特别是，随着“人权保障”条款的明文入宪，既往的“国家本位”、

“社会本位”的刑法观愈来愈让位于“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的“人民本位”刑法观，表现

在学者们愈来愈关注刑法的人性基础和人性化，愈来愈注重自觉践行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的基本

规范及其蕴涵的人本主义思想精髓。因而近年来，国内关于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及其死刑的正当

程序控制理论研讨、关于刑罚的人道性宜优位于刑罚的效益性的理论研讨、关于切实遵循联合国

反酷刑国际规范及强化国内配套立法司法的理论研讨，均处于方兴未艾之势。 
  在研究层次上，目前国内多数学者业已达成共识，即在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理论

刑法学研究略显不足的同时，强调理论刑法学研究与规范刑法学研究的并行发展。理论刑法学主

要指刑法基础理论研究；规范刑法学主要指刑事法条应用研究。有学者指出，刑法学研究本身就

包含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有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弃其一，就会制约另

一面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刑法学的发展。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等原因，在一定时期这两方面的

研究应有所侧重。勿庸讳言，半个世纪的刑法学研究的确过于注重应用研究，但我们不能把如今

刑法学的不足完全归之于应用研究，刑法学的不足是因忽视理论研究之故，而非应用研究的发达。

正因为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刑法学研究应侧重理论研究，但这决不是忽视应用研究，而是期

于二者平衡、协调，以互相促进发展。 
  在研究课题上，国内刑法学界有强化下述课题的研究力度与范围的趋势，即关于刑法现代化

基本理论的探究，关于区际刑法、国际刑法的深入研究，关于经济刑法学的深入探究，针对新修

改、补充的刑法规范和罪名的深入探究等。 
  二、刑事诉讼法学学术发展趋势 
  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

而且体现在学术研讨活动的蓬勃开展。对于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大致

可作如下归纳。 
  1.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略
有进展。刑事诉讼的现代化问题首次被作为一个专门的议题加以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只是初步的，

但它毕竟提出了问题，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刑事诉讼法的现代性问题奠定了基础。关于宪法与刑

事诉讼、刑事诉讼目的与价值、刑事和解、调解与合意、程序性制裁、司法审查、证据种类、证

明对象、证明标准等问题的论述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以往的研究。 
  2.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近年来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明显地体现出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特点。宪
法修改与宪政问题的讨论带动了刑事诉讼法学者对于宪法与刑事诉讼关系的研究；刑事证据立

法、刑事诉讼法修改等立法活动的开展，又为学者们系统地研究刑事证据法、刑事诉讼法的完善

问题提供了机遇。针对长期存在的超期羁押问题，司法实务部门开展了清理、整治活动。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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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西方的保释制度与我国的保释制度作了比较分析，试图超越“运动式”的清理，构建治理超

期羁押的长效机制。在审前程序改革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与司法实务部门合作，进行了律师值

班制度、讯问在场制度、讯问时录音录像制度的试点，为审前程序的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 
  3.选题的重复与问题意识的欠缺。我国法学教育的迅猛发展，使得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队伍
日渐扩大，但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水平并未有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看到，一旦某个话

题引起关注，大量的论文便一拥而上，重复性研究比比皆是，如关于无罪推定、沉默权、辩诉交

易、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的讨论均是如此，这多少反映了学术研究中的机会主义、功

利主义倾向。 
  问题意识的欠缺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些论文纠缠于概念的辨析，而对

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则视而不见；一些论文使用新名词以哗众取宠，实际上探讨的还是原来的话

题。许多讨论往往是在无谓的问题上枉费心机，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陈词，对于刑事诉讼立法与

司法毫无指导意义。这种避重就轻、舍本逐末的状况应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极力予以避免。 
  4.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调整。从近年来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看，大量的论文采用了比较分
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从西方到中国、从古代到现代，论证现行制度的欠缺之处和改革之道。还

有一些论文采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分析现行规范的内在矛盾以及司法与立法的冲突。从总体上看，

大量的论文存在着深度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习惯性的论证方式是直接引用概念和法律文

本，而相对忽视了对法律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环境等的研究。近年来，哲学、历

史学等研究方法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一些学者以此作为分析工具，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但是，有的学者对哲学知识的了解有限，尤其对现代哲学的发展状况缺乏应有的关注，导致了在

一些问题上对话的困难。另一方面，在使用其他交叉学科的方法时，存在着简单嫁接的现象，这

不仅弱化了论证的力度，而且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令人不知所云。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应当从其自

身的内在逻辑出发，交叉学科知识的引入，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为刑事诉讼法学提供了制度或思

想资源，它应当服务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而不能取代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