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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错案的防范与纠错机制国际研讨会”隆重举行

2013-11-01 10:15:00   来源：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10月24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上海市法学会联合主办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欧洲刑事法研究中心成立

暨刑事错案的防范与纠错机制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法学所所长叶青,以及来自上海市法院、检察院、高校科研机构和本所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出席了此次

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中方专家及代表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余啸波，上海市法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李继斌，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市诉讼法研究会会长张海棠等；出席会议的外方专家及代表有：匈牙利司法国务秘书罗伯特先生、匈牙

利司法副国务秘书凯特琳女士、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帕尔先生、匈牙利佩奇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魏瑟格兰迪教授，匈牙利科学院地

区中心主任、匈牙利佩奇大学法学院伊斯特万副教授等。 

  本次国际研讨会分上午与下午两场进行。上午欧洲刑事法研究中心的成立暨揭牌仪式由上海社科院叶青副院长主持。涂龙科

副研究员就中心的成立作了说明。中心旨在进行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刑事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使之成为中国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

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心主任由中匈双方专家共同担任。中心将在人员交流、论著翻译、课题研究等方面与匈

方开展合作。 

  中心成立仪式上，张海棠会长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张会长认为，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

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非常重要。尤其在与德国、英国等法治水平较为先进国家的交流较多的情况下，加强与匈牙利等同为转型

国家的刑事法交流，很有必要。张会长对中匈未来的合作与交流寄予厚望，期待中心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祝愿欧洲刑事法研究

中心取得优异的成绩。李继斌副书记在讲话中热烈祝贺中心的成立，并认为中心的成立意义重大。李书记高度评价了法学所与上

海市法学会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同时表示法学会愿意为法学所、为“欧洲刑事法研究中心”的工作，继续提供大力的支持和帮

助。 

  上午的下半场，分别由魏瑟格兰迪教授与伊斯特万副教授作了题为“欧洲法律文化述评”及“匈牙利新刑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及述评”的精彩报告。法学所杜文俊副研究员主持了报告会。魏瑟格兰迪教授认为，欧洲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各个国家的法律文

化的基础上。目前，由于欧盟的出现，未来欧洲的法律文化会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伊斯特万副教授就匈牙利新刑法中有关社会

危害性理论的变化、犯罪过程中预备与准备的区别、刑事责任年龄与刑罚的变革、套利交易的出罪等刑法总则与分则内容的修

改，做了详细的阐述。总体上，匈牙利此次的刑法修改，注重加大打击严重犯罪的力度，宽恕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以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求。 

  下午会议的主题是有关“刑事错案的防范与纠错机制”的研讨。叶青副院长、余啸波副检察长分别作了题为“中国刑事错案

的程序法制应对”与“完善防范冤错案的对策”的主旨报告，并由法学所原所长顾肖荣研究员作点评。华东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

究中心副主任张栋副教授，匈牙利佩奇大学法学院伊斯特万副教授，南京审计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魏昌东副教授，法学研究所涂龙

科副研究员，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登谅副教授分别作了专家发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庆安、上海市徐

汇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徐翠萍、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张绍谦教授作了点评。 

  研讨会最后，匈牙利司法国务秘书罗伯特先生就刑事错案的防范作了精彩报告。专家学者们围绕刑事错案的标准、刑事诉讼

中非法取证的防范与查处、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办案部门考核机制的完善、防范刑事错案的文化建设、有

关刑事错案研究中存在的误区等问题，各抒己见，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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