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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在刑事诉讼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重定罪、轻量刑的

弊端。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传统以来重视的都是被告人罪与非

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而与被告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量刑问题常被忽视。随着观

念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推行并不断强化量刑规范化改

革。2010年10月1日“两高三部”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开始实施，该意见规定了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相对独立。在实践当中，目前公

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已初具规模，但是作为辩方的量刑辩护权不管在理论或实践

中都还仍被忽视。量刑辩护权的这种现状，令刑事诉讼在量刑环节的控、辩双方

两造对立局面无法形成。所以为保护被告人的量刑利益，必须发展、完善和保障

我国的量刑辩护权。美国法的渊源是普通法，素来有重程序的传统。由于美国刑

事诉讼中的量刑辩护权成熟且完善，故本文拟以美国刑事诉讼法中对量刑辩护权

的规定为借鉴，探讨我国量刑辩护权的确立、完善和保障。 

本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量刑辩护权的概述，内容包

括量刑辩护权的概念、法律依据、性质和意义；第二部分论述量刑辩护权的理论

基础，其理论基础包括利益冲突理论、正当程序理论、刑罚个别化理论和量刑裁

量权控制理论；第三部分论述对美国量刑辩护权的考察，包括庭前阶段辩诉交易

中的量刑辩护权、量刑前调查程序中的量刑辩护权、量刑听审程序中的量刑辩护

权；第四部分论述我国的量刑辩护权的现状考察及原因分析；第五部分论述如何

保障和完善我国量刑辩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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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s a Civil Law country, China has been  focusing on convicting but contempt 

sentencing in criminal procedure. At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and trial stag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t has traditionally focused on the subject of guilty or no guilty 

and which guilty, but sentencing issues  which present defendant's vital interests has 

alsways been overlook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and the progress of 

rule of law in recent years,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launched and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sentencing standardization. On October 1，2010，Opinions on 

Several Problems of Standardizing Sentencing Procedure(on trial) was issued jointly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and Justice Department, These guiding opinions set out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between sentencing procedures and conviction procedures. 

The right of sentencing proposal of the 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has beguan to take 

shape. But for the defendant,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is still being ignored, 

whether in theory or practic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entencing defense has caused 

the difficulity at sentenceing stage for forming two-parties frame of litiga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To protect the defendant's sentencing interests, It must have to 

develop and guarantee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in China.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law is Common Law which has traditionaly focused on procedure. Because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in American is matu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how to develop and guarantee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based on provisions 

for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in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to the preface and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n overview of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including concept, 

the legal basis,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including 

the interest conflict theory, the due process theory,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ization of 

punishment and sentencing discretion control theory; the third part deals with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defen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ree stag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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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量刑辩护权的保障和完善——以美国法为视角 

pre-trial stage of plea bargaining,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and 

sentencing hearing procedures;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in China and analysis of cause; The Fifth section 

discusses how to develop and grarantee the right to defense in sentencing in China. 

 

 

Key Words: Sentencing; Right to Defense; America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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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传统即重实体、轻程序，重定

罪、轻量刑。近年来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呼声越来越高，2010年10月1日开始实

施的“两高三部”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已对量刑程

序与定罪程序的相对独立进行了规定。在实践当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已初

具规模，但是做为辩方的量刑辩护权不管在理论或实践中都仍然被忽视。量刑辩

护权的这种现状，令刑事诉讼在量刑环节的控、辩双方两造对立局面无法形成，

所以，为平衡控辩双方在量刑环节中的力量，保护被告人的量刑利益，必须发展、

完善和保障我国的量刑辩护权。本文之所以选择美国法为蓝本来借鉴和完善我国

的量刑辩护权，是由于美国是普通法国家，素来有重程序的传统。美国的刑事诉

讼中有非常成熟且完善的获得律师帮助制度及量刑前调查制度，加之其量刑与定

罪程序分离等等，这些主要因素令美国刑事诉讼中拥有非常成熟的量刑辩护权，

对我国量刑辩护权的确立、完善和保障极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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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章 量刑辩护权的概述 

一、量刑辩护权的概念和法律依据 

（一）量刑辩护权的概念 

辩护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侦查、起诉和审理过

程中，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从事实、证据、

法律、量刑等方面对控诉进行申辩和反驳，提出有利的证据和理由，证明犯罪嫌

疑人和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一种刑事诉讼权利。辩护

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不附任何先决条件、没有但书限制的宪法权

利。辩护权包括实体性辩护权和程序性辩护权。实体性辩护权根据目的区分可分

为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近年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深化，量刑程序逐渐发展，

因此作为罪轻辩护权能内容之一的量刑辩护权开始被重视。量刑辩护权是指刑事

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有利证据，反驳控方的重量刑指控，并

提出自己的轻量刑意见，以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种辩护权能。量刑辩护权的

内容主要包括搜集与量刑情节相关的证据，反驳公诉方重量刑建议，论证对被告

人有利的量刑情节，并提出相应的轻量刑意见。 

（二）量刑辩护权的法律依据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 193 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

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

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以

及第 35 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虽然这两个法条未直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量刑辩护权，但是仍可被认为是量刑辩护权在我国法律中的根据。

此外，2010 年 10 月 1 日开始试行的“两高三部”①《关于规范化量刑程序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四条也规定了，“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

                                                        
①“两高三部”具体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最察院、公公部、国家公国部、司法部。以以以以 两高三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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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讼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并说明理由。”① 

量刑辩护权在国外法律实践和国际性法律文件中也有依据。1966 年联合国

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14 条第 3 项，在规定犯罪嫌疑人的

公正审判权的最低限度保证时，虽然没有具体明确的提到量刑辩护权的问题，但

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评论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最低限度保证

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1990 年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规定，所有人都有权请

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

护。②在英国，“如果被告人认罪或被证明有罪，被告人的律师还是有机会为被告

人争取减轻判的刑罚”，假如被告罪行严重，“辩护方律师辩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

让法官作出最轻的量刑决定”。③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在 Townsend v.Burke

一案中确立了被告人在量刑时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④ 

二、量刑辩护权的性质和意义 

（一）量刑辩护权的性质 

量刑辩护权是属于实体性辩护权的罪轻辩护权中的一种权能。量刑辩护权的

行使是为了搜集量刑证据，明确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对抗控方的重量刑建议

并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轻量刑意见。其所依据的是实体法上的规定，与意在证实

侦查、公诉和审判活动存在程序违法的程序性辩护权的内容迥然不同。在定罪和

量刑程序分离的情况以，量刑程序中，量刑辩护权的行使目的在于推翻或者削弱

公诉方的较重的量刑建议，说服法官采纳由辩护方提出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

事责任的较轻刑罚，所以“定量辩护涉及的主要是被告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以及

刑罚的幅度问题”。⑤不管是从辩护策略还是辩护涉及的内容来看，量刑辩护权都

不是一种单一的辩护权，是由多种元素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辩护权。 

                                                        
①熊选国 主主 《人民法院量刑指人意见》与, . “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理理与适用

[M].北北 法律出法法: ,2010.519. 
②仇仇仇 量刑公正之程序量量. [M].北北：中国人民公公大学出法法,2010.98. 
③[英]麦高伟,杰杰杰 威威威 主主 英国刑事司法程序· , . [M] 姚姚姚等姚 北北：法律出法法. , ,2003.292. 
④同本页注②。 
⑤姜涛.量刑辩护制度研究[J].浙江法会科学,200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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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刑辩护权的意义 

首先，量刑辩护权可以促进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更好的维护被告人的合法

权利。刑事审判的正义和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最终体现都落在量刑的结果上。如果

在量刑辩护权缺省的情况以，公诉人作为公权利的行使者虽然有义务去发现有利

于被告人的量刑因素，但其作为控诉方的身份必然令其主动性对于被告人及辩护

人而言相差较大，所以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权益。在量刑程序中量刑辩护权的明

确和行使，可以赋予控辩双方同等的诉讼权利和机会，抑制重刑主义，使法庭更

为公平地裁量被告人的刑罚。 

其次，量刑辩护权有助于制约和监督刑罚的自由裁量权。孟德斯鸠曾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①任何权力都

有扩张性、失控性和腐蚀性的特征，量刑辩护权与量刑建议权一样对刑罚的裁量

权都具有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所以需要量刑建议权和量刑辩护权来共同制约和监

督刑罚的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是量刑建议权是国家机关的公权力对刑罚裁量权的

制约，而量刑辩护权则是从公民个人的私权利角度来限制刑罚裁量权。量刑辩护

权因其主体与量刑结论息息相关，所以更有利于发现对被告人量刑有利的因素，

故量刑辩护权对刑罚裁量权是非常有必要的制约。 

再次，量刑辩护权的存在是程序正义的重要体现，可以促进审判的法律效果

和法会效果的统一。程序正义观念是以发生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

程序”(Due Process)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现代的程序正义理念认为，

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和获得平等、充分表达自身意见的机会，可以减少当事人对于

已不利的裁判结果的抵触情绪，提高裁判结果的可接受程度，降低当事人对审判

机关的不信任度和上诉率。量刑辩护权的行使可以让被告人和辩护人在量刑程序

中，以与公诉人对等的地位充分参与并表达自身的意见，让影响量刑的因素得到

公开而充分的展示和辩论，法庭也可以遴选出确实充分的量刑证据，统筹控、辩

双方的利益，作出更易为双方接受、更具有说服力的量刑结论。所以量刑辩护权

的有效行使，不但可以从法律的角度促使刑罚合理化，还可以从情理和道德的角

度促进刑罚合情化。使得审判结论的法会负面效果最低化，达到法律效果和法会

效果的统一。 

                                                        
①[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张雁深姚,北北:商务印书馆,195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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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庭诉讼必须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刑事法庭中的法官——公诉方

——被告人分别处于这个三角的顶端，法官位居中立，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的权

力(利)，控辩双方两造对立，相互对抗，同时又对法官的裁判权形成监督和制约。

目前由于最高院推行的量刑规范化的改革中，大大增强了公诉方的量刑建议权，

使量刑环节中的控、辩两造对立在实力和资源上严重失衡，令公诉方处于强势地

位。加之量刑建议权是主动、积极的，而量刑辩护权是被动和防御性质的，所以

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赋予量刑建议权权与量刑辩护权平等而对立的地位，

只能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刑事诉讼等腰三角形的稳定性，保障刑事诉讼的民主

化，均衡诉讼各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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