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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刑辩经纬论坛在南京大学法学院顺利召开

时间： 2019-10-31 22:51:53  浏览： 207

2019年10月26日，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刑事辩护研究中心第二届刑辩经纬论坛在南京大学法学院顺利召开

学院副院长宋晓为开幕式致辞。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韩轶、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祥、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

院教授狄小华、江苏瑞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刑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金刚、北京市尚公（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刑辩研究

国强、北京市尚公（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栋、南京森林警察学院闾刚副教授在论坛主持、作主题报告或与谈。

（会议现场）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晓教授为本次论坛致欢迎词。宋晓副院长首先回顾了南京大学法学院近几年的工作情况，肯定

近几年取得的优良成绩。他指出，南大法学院能够在国内法学院排名中占据前列得益于“诚朴雄伟”的优良学风和历届校友

随后，宋晓副院长特别介绍了此次论坛的主办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该所作为国内最早专注于犯

构之一，起步早、团队强、专业性强、国际化程度高，不仅是南大法学院刑法、刑事诉讼法学科的研究基地，也是面向全世

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宋晓副院长向狄小华教授为犯罪预防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并预祝此次论坛圆满

场的各位致以诚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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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副院长致辞）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祥以“刑事辩护中的实体辩护”为题作主题报告。针对实践中对实体辩护关注不够的现象，孙

多元辩护，将程序辩护和实体辩护结合，并从实务层面阐述了量刑辩护中存在的五个问题。第一，量刑精细化和规范化的司

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为量刑辩护提供了空间和机遇，量刑辩护的重要性和实效性得到关注。此外，孙国祥教授厘清了无罪辩

的认识误区。不能忽视无罪辩护的空间，但需谨慎评估无罪辩护的可能性。第二，量刑信息如何收集和分类。收集到量刑信

必要的整理。对不利情节进行审核、准备，发掘有利情节，强化已有有利情节。第三，量刑情节如何分析与认定。对于从重

行反驳性辨析，首先看从重量刑情节是否存在，法定量刑情节是否成立，一要靠证据，二要靠法理分析。其次看形式上的从

在重复评价。此外，孙国祥教授以自首、坦白、从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为例介绍了从宽量刑情节的认定。第四，量刑

有针对性、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角度提出缓刑辩护。最后，量刑辩护应当注意与被告人充分沟通；

险进行评估；尊重委托人的选择；讲究辩护策略。

（孙国祥教授作主题报告）

江苏瑞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金刚博士以“刑事辩护从实体走

任重道远”为题作主题报告，从三个层面阐述了程序性辩护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做好程序辩护。首先，周金刚博士通过对两

典型案例回顾，说明了程序性辩护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周金刚博士分析了程序辩护难以成功的四个

法性审查刑事附带行政诉讼的性质提高了诉讼的难度；采用补正、合理解释的审查标准过于柔性；法官采用内心确信的证明

视不足；程序性辩护产生的后果使司法部门难以承受。针对这些原因，周金刚博士介绍了在当前司法环境下如何展开有效的

方法，包括正确理解程序合法性的审查标准；扎实做好初步证明责任；尽可能地把程序性问题暴露在移送起诉阶段；将刑事

为行政实体问题等。



（孙国强主任主持会议）

 

（周金刚博士作主题报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韩轶教授以“刑事辩护说理性之提倡和有效刑事辩护的实现”为题作主题报告。韩轶教授首先

护说理不足和有效性弱化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辩护更偏重经验的总结，而忽视了整

构，淡化了理论的底蕴。针对这一现象，韩轶教授点出了两个关键词，即“说理”和“有效”。刑事辩护的感性经验应该提

架，通过增强刑事辩护的说理性从而提高有效性。随后，韩轶教授阐述了刑事辩护提升说理性的具体途径，包括准确解读法

法解释；灵活援引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剖析规范刑法学的理论冲突背后的法理等。韩轶教授强调，提升说理性是手段，

是最终目标，即为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争取合法权益的最大化。这要求刑辩律师掌握法律技能、沟通技能、证据技能、其他

兼顾情理。有效的刑事辩护应当实现对当事人实体和程序层面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避免公权力的非法侵害。在此基础上，当

纰漏或者模糊地带时，有效刑事辩护应当引领刑事诉讼向有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方向进行。

 



（韩轶教授作主题报告）

 

（会议提问环节）

北京市尚公（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栋律师以“刑事有效辩护之事实结构与重塑——刑事有效辩护的基础路径

报告。蔡栋律师首先分析了案件事实的概念。从本体论或认识论角度出发，由于看待客体的角度不同，对案件事实的界定存

律师指出，从认识论角度看待案件事实能够更好地发挥刑事辩护律师的主观能动性对案件事实进行解读。案件事实本身具有

而认识能力和建构能力的差别影响着每个人对案件事实的重构，二者既是塑造案件的决定因素也是变量。要想实现解构与重

需要正确把握证据的信息性，破除违反认识规律的程式，探究构建者推论的合理性。蔡栋律师对于解构与重塑案件事实在刑

用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强调，辩护律师要在诉讼进程中寻找共识、促成共识、识别差异、利用差异，围绕着保障犯罪嫌疑人

诉讼各方达成共识，并突出对案件认识的差异性，使其他诉讼参与人更加确信辩护律师的主张，同时要观察到比案件发生时

的时空更广的时空维度，从而获得比案件发生时的事实所涵盖的信息更广的信息，最终重塑可以终止诉讼的、达到合理怀疑

的、降低处罚的案件事实，从而真正实现有效的刑事辩护。



（蔡栋律师作主题报告）

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狄小华以“刑事辩护预期管理与有效辩护的展开”为题作主

管理本来是一种经济理论概念，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预期，以谋求最小副作用下的效果最大化。狄小华教授创造性地将

念引入刑事诉讼中，他指出辩护预期是委托人对律师刑辩所达到的实际效果的一种期待，也是对最终法院判决结果所做的评

由于预期形成动机的不同和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和辩护律师二者之间的预期往往存在巨大差异，辩护预期受到个人因素和

响，随着主体对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了解的深入而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并且对自己认同的预期一旦形成就

狄小华教授对刑辩预期管理的特殊价值给予高度肯定，进行合理的刑辩预期管理有助于提高辩护满意度、增强诉讼配合度、

受度、降低诉讼的上访率。狄小华教授也指出了进行有效预期管理的途径，他建议刑事辩护律师应该在充分认识和了解刑辩

础上，尽职辩护提升管理影响力，释法说理以动态引导预期。

（狄小华教授作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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