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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新闻    

《中国法学》杂志社举办死刑复核程序专题讨论会 

阅读次数： 1108  2006-1-4 13:29:00 

      2005年11月19日-20日，由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杂志社和中

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联合国开发署及美

国律师协会协办的死刑复核程序专题研讨会上，来自理论界和实务届的

近百位专家学者会聚延庆，就死刑复核这一敏感而又沉重的话题进行了

全方位的思考和论证。 

     会议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死刑复核的参与主体”、“死

刑复核程序的证明标准”、“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范围和期限”

几个主题进行，开得紧张而热烈，比起学者的畅所欲言，实务届显得有

些谨慎。 

     死刑复核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这是司法改革迈出的很大一

步，标志着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正在逐步落实。多

数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只间略地规定了4条（如果除

去第201条关于死缓案件的核准程序，实际上只有3条），这对死刑核

准权统一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后究竟应该如何复核，没有现实的指导意

义。 

     也有学者认为，解决问题应当具有针对性，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死刑

复核程序来解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解决当前死刑案件存在

的各种问题包括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不应在死刑复核程序之内而应在

死刑复核程序之外，应该抓住最高法院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机会，把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内涵用足，首先用到死刑

案件的一审二审过程中；即便现在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当中存在一些问

题，但从经济和有效的角度上讲，解决的最低成本应该在一审，其次是

二审，如果都放到最后解决，成本太大；应当采取合理、科学和富有张

力的方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设计，搭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缩短

此岸与彼岸之间的距离，填平理想与现实的沟壑。 

     主办方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

东教授总结说，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何在技术层面上研究收回以后程

序问题的具体操作，这不仅仅是最高法院的一项工作，也是学界和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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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同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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