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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的外部性
———以法律经济学为研究视角

李本森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以及配套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ꎬ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角

度看ꎬ其目的就是通过合理配置刑事司法资源ꎬ进而优化不同刑事诉讼主体间的权力和权利结构ꎬ实现刑事诉讼

公正与效益的最大化ꎮ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刑事诉讼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与刑事诉讼目的具有相反价值取向的

各种消极和负面性的结果ꎮ 正确理解和把握刑事诉讼外部性产生的规律ꎬ对于构造更加科学的刑事诉讼结构具

有重要的意义ꎮ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认知的有偏性和非正式规则等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范式来透视和分析刑事诉讼运行中的资源配置和规则异化等问题ꎬ以拓宽刑事诉讼领域

的理论分析的新视角ꎮ
〔关键词〕刑事诉讼ꎻ外部性ꎻ正当程序ꎻ法律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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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伴随着二战结束后人类对公民权利保障的深刻反思ꎬ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都产生了深刻的变

革ꎮ 正当程序理论、权利尊严理论和科层协作理论等ꎬ都从不同的角度以统摄刑事诉讼改革的价值取

向ꎬ并试图构造不同类型的“理想化”刑事诉讼形态ꎮ 自 １９６４ 年帕克提出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的两个

模式ꎬ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分析的工具就基本上没有超出帕克“两个模式”的范围ꎮ 帕克的理论植根于

普通法国家对抗制的传统ꎬ是刑事诉讼领域回应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民权运动的结果ꎬ不可避免地具有时

代的局限ꎮ〔１〕由于刑事诉讼制度处于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体系中ꎬ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下

的刑事诉讼在理论解释和价值取向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当下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都在相互汲

取经验ꎬ甚至出现规则和现象趋同化的现象ꎮ〔２〕

从世界范围看ꎬ刑事诉讼领域出现了类似“所罗门结”现象———困扰刑事诉讼的问题并不因为新

的规则的创制而得到有效地解决ꎬ反而变得更加难以走出困境ꎮ 一些国家刑事诉讼的判例规则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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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复杂而导致需要迅速作出判断的一线执法人员的困惑ꎬ影响警察打击犯罪的高效性ꎮ〔３〕 例如ꎬ美
国最高法院在解决刑事诉讼中搜查和扣押等棘手问题上ꎬ“就好像陷入柏油中的娃娃ꎬ每一次试图脱

身都只能使自己粘得更牢”ꎮ〔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ꎬ为了解决本国的法律问题而进行的法律移植ꎬ则不

可避免地出现新引入的法律“水土不服”问题ꎮ〔５〕当一国的法律制度出现问题时ꎬ首先要从内部寻求补

救方案ꎬ当穷尽内部的补救方案后问题依然存在时ꎬ就必须从外部另辟蹊径ꎮ〔６〕 虽然不少学者试图通

过普通法与大陆法不同的刑事审判方式的比较来获得统合性知识ꎬ但是由于比较的方法缺乏实证的

根据等多种因素ꎬ其结论并没有被有关部门接受ꎮ 在此背景下ꎬ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其他方法开

始大范围地介入刑事诉讼的研究ꎬ特别是经济学分析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刑事诉讼研究的新路径ꎮ
运用经济学的范式来分析刑事诉讼的制度原理或现象ꎬ可以突破传统的法条解释和就事论事的

现象分析方法论的窠臼ꎬ对刑事诉讼行为的分析进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ꎮ １９７１ 年兰德斯的«法院的经

济分析»ꎬ集中对刑事诉讼中涉及审理方式的影响变量运用经济和统计分析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ꎮ 这

篇论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对影响刑事审判的方式进行了多元变量的分析ꎬ发现在美国的地区刑事审

判中ꎬ决定案件是否进入审判和审前协商的解决并不完全由被告人决定ꎮ 兰德斯的研究突破了传统

的刑事诉讼的模式和案例比较分析的模式ꎬ将经济分析的实证研究带入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ꎬ使得

刑事诉讼的研究从抽象分析进入到多变量分析的微观领域ꎮ〔７〕１９８１ 年伊斯特布鲁克的«作为市场的

刑事诉讼»ꎬ对刑事诉讼制度从“市场”的角度进行了经济分析ꎮ 这篇文章是以行为动机理论为基础来

分析刑事诉讼制度的经典代表ꎮ 作者运用经济学上效益最大化的假设ꎬ借鉴市场主体交易的分析工

具ꎬ探索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ꎬ率先提出了刑事诉讼的“市场”(机制)失灵问题ꎬ为探索刑事

诉讼中支配诉讼运行规律的“看不见的手”奠定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ꎮ〔８〕此外ꎬ美国著名法律经济学家

波斯纳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版了著名的«正义的经济学»(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著作ꎬ大大催生了

司法领域的经济分析学术研究ꎬ丰富了对刑事诉讼运行规律的多样化理论分析视角ꎮ〔９〕刑事诉讼法律

经济分析学术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ꎬ已经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ꎮ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础总体上比较薄弱ꎬ特别是运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的理论研究成

果还很少ꎮ〔１０〕目前正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ꎬ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ꎬ其目的就是通过改革来更加合理配置刑事司法资源以提高刑事诉讼的公正与

效率ꎮ 本文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视角ꎬ对刑事诉讼外部性的范式和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ꎬ以期为中国刑

事诉讼规则的价值判断引入新的分析工具ꎬ以辅助更加科学地构造刑事诉讼法律规则ꎬ在更高水平上

实现刑事诉讼目的ꎮ

二、刑事诉讼外部性的范式转换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范式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库恩就指出ꎬ范式作为不同学科之间沟通的重要桥

梁ꎬ在理论抽象上比共有规则和假定具有优先地位ꎮ〔１１〕 范式为抽象不同学科的理论和规则提供方法

的支持ꎮ 科学的范式应当对事物的发展和运行具有预测和导向功能ꎬ外部性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植

入ꎬ可以为刑事诉讼的现象解释提供新的分析范式ꎮ
(一)刑事诉讼外部性的范式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 １８９０ 年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经济上的外部性问题之后ꎬ外部性成为

经济学ꎬ特别是制度经济学中挥之不去的命题ꎮ 从市场到政府ꎬ从规制到司法ꎬ包括福利经济学家庇

古、科斯和布坎南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外部性问题尝试不同的解读ꎮ 从生产的外部性、交易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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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到政府的外部性ꎬ经济学领域外部性研究的范围和主体不断被拓展ꎮ 在科斯将外部性问题扩展为

交易成本之后ꎬ引发了制度经济学革命性的变化ꎮ 此后ꎬ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在法律领域ꎬ特别是侵权

法、环境法、公司法、专利法等领域都得到深入的研究ꎮ
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率先就法律领域治安权的实施运用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

进行描述:“治安权的使用对地产所有主的收入和财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ꎮ 有时候新实施的一项条例

会把地产所有主的预期收入和财富一扫而光在另一些情况下ꎬ治安条例的变动可能会使财产所

有主得到意外的收获ꎮ” 〔１２〕兰德尔关于治安权使用而产生的正反效果的描述对于刑事法领域的外部

性理论研究具有重大价值ꎬ为研究刑事法领域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拓展空间ꎮ 经济学中的外部

性理论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超强的解释性ꎬ是创新和推动现代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核心范畴ꎮ 中国法

学界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法律领域存在类似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ꎬ但是相关外部性的理论探索主要

局限在经济法领域ꎮ〔１３〕

虽然没有外部性的范式的分析工具ꎬ但是相关的研究却直接指向刑事诉讼的外部性ꎮ 意大利著

名刑事法学家贝卡利亚很早就注意到了程序的惩罚性ꎮ 他指出:“监禁只不过是对一个公民的简单看

守ꎻ这种看守实质上是惩罚性的ꎬ所以持续的时间应该尽量短暂ꎬ对犯人也尽量不要苛刻”ꎮ〔１４〕 美国著

名法律社会学家迈克尔菲利教授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版的«程序即惩罚»著作ꎬ对于美国基层法院

处理案件的实证研究ꎬ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刑事诉讼的惩罚性的外部性问题ꎮ〔１５〕 另外ꎬ法律经济学者

艾萨克艾利希等对犯罪与执法的经济模型中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ꎬ为揭示刑事执法的外部性提

供了模型和实证的支持ꎮ〔１６〕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奥克斯对在扣押和搜查中的非法证

据排除的实证分析ꎬ是最早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外部性分析的经典作品ꎮ〔１７〕 虽然奥克斯对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也没有直接使用外部性的概念ꎬ但是其内容就是验证该规则的外部性———对

于指控和犯罪率的影响ꎮ 此外ꎬ美国刑法学者弗莱彻在研究中曾论及刑事违法结构中的外部性ꎮ〔１８〕

另外ꎬ有学者探讨犯罪预防中的外部性问题ꎬ对于犯罪预防中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ꎮ〔１９〕

总体上ꎬ上述的研究拓展了刑事司法领域的外部性问题的认识ꎬ为刑事诉讼领域的外部性范式的引入

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从现有文献看ꎬ刑事诉讼经济分析的范式并没有建立起来ꎬ规范的刑事诉讼经济分析的模式并没

有形成ꎬ因此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经济分析的可接受性ꎮ 外部性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ꎬ
在法律领域中广泛应用ꎬ但没有受到研究刑事诉讼的学者的重视ꎬ其中重要的原因ꎬ可能与刑事诉讼

特殊的司法资源的配置形态有关ꎬ而科斯的外部性是以市场产权理论为基础ꎬ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配

置方面似乎找不到立足的空间ꎮ 其实ꎬ与科斯同时代的另外一位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米德

关于外部性的定义ꎬ拓展了科斯的外部性的范围ꎮ〔２０〕 米德提出了外部性的狭义上的定义———只要一

个共有变量能够由一个活动者的单方面决定施加给另外一个活动者ꎬ该共有变量就对另外的活动者

产生了外部性ꎮ 另外一个活动者可能是外部性的不完全参与者ꎬ譬如一个家长强迫孩子上学的行为ꎬ
孩子虽然不是家长的决定的完全参与者ꎬ但是家长的决定的主要因素是孩子不愿意上学的事实ꎮ 这

和科斯的外部性的单边变量不同ꎬ譬如牧场的牛肆意闯入邻居的玉米地觅食的行为是牛的主人基于

自私利益的放任行为ꎬ这与玉米地主人的行为并无直接的关系ꎮ 米德关于双边共有变量的狭义的外

部性定义ꎬ应当更适合刑事诉讼中具有大量双边共有变量的分析ꎮ〔２１〕从米德狭义的外部性的定义看ꎬ
刑事诉讼中存在外部性的问题是毫无疑问的ꎬ例如刑讯逼供行为对被刑讯人就直接产生了负外部性ꎬ
因为犯罪嫌疑人的非自愿性的配合ꎮ 这和米德关于家长强迫孩子上学而对孩子产生的外部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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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ꎬ从本质上看是一样的ꎮ
在经济学领域ꎬ关于外部性的讨论大都服从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给出的外部性的公式:

Ｕ ｊ ＝ Ｕ ｊ(Ｘ１ ｊꎬＸ２ ｊꎬꎬＸＮ ｊꎬＸｍ ｋ) 　 　 　 　 　 　 ｊ≠ｋ 　 　 　 　 　 　 　 (２. １)
其中 Ｕ ｊ 表示行为人 ｊ 的成本收益函数ꎬ Ｘ１ ｊ ꎬ Ｘ２ ｊ ꎬꎬ ＸＮ ｊ 表示行为人 ｊ 为了增加自身的收益而消

耗的各种经济资源ꎬ这些资源都在 ｊ 的决策范围内ꎮ Ｘｍ ｋ 表示行为人 ｋ 的行为对 ｊ 所造成的影响ꎬ而
Ｘｍ ｋ 不受 ｊ 的控制ꎬ即 ｊ、ｋ 的决策行为是彼此分离的ꎮ 此时我们就认为 ｋ 的行为对 ｊ 产生了外部性ꎬｋ

是外部性行为的实施者ꎬｊ 是外部性结果的接受者ꎮ〔２２〕

米德和兰德尔关于外部性的定义和公式虽然基于经济活动领域ꎬ但在政府和司法领域同样存在

类似的外部性现象ꎮ 在法律领域ꎬ只要某主体的效用包含不被该主体控制的其他变量的影响ꎬ该其他

变量的影响就对该主体产生了外部性ꎮ 外部性可以是正外部性ꎬ也可以是负外部性ꎮ 就学术界关于

外部性的研究而言ꎬ则主要集中在如何减少和控制负外部性方面ꎮ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刑事诉讼主体

的行为对其他诉讼主体产生的损害结果ꎬ而加害方不承担或承担很小(甚至可忽略不计)的风险或责任ꎮ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导致刑事诉讼程序异化的根本原因ꎮ 在封闭的“市场”系统内ꎬ外部性的制

造者无需为受损害方支付成本ꎬ比如非法证据的引入在程序性制裁不能对其发生足够威慑的前提下ꎬ
其并不需要承担特别的风险(因为被追责的风险太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ꎮ 由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相

对封闭ꎬ程序运行中缺乏市场性的供给与需求的信号机制ꎬ使得刑事诉讼行为的预测与控制“深陷泥

淖”ꎮ 虽然如此ꎬ刑事诉讼行为的效能取向方面与人类的理性选择总体上保持一致ꎬ其本质上存在着

相似的规律ꎮ 现代刑事诉讼通过侦查、起诉和审判等程序组装成完整的程序性的机器ꎮ 当“机器”被
启动以后ꎬ就开始运转ꎬ一直到加工出最终产品出来为止ꎮ 但是ꎬ这台由规则构造的程序“机器”如同

任何的机械物质意义上的机器一样ꎬ都会有失灵的问题ꎮ 在处理具体的案件过程中ꎬ当其规则运行中

因外部性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ꎬ刑事诉讼规则失灵的现象就会发生ꎮ〔２３〕换言之ꎬ刑事诉讼程序

异化的根本性原因ꎬ表面上看是刑事诉讼制度本身的规则或监督机制的不够完善ꎬ而本质上在于刑事

诉讼运行中因特殊规则或潜规则的偏好选择等产生的外部性扩张ꎮ
(二)刑事诉讼外部性的类型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ꎮ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基于外部性的受体与供体的不

同可划分为ꎬ刑事诉讼的受体性的外部性和刑事诉讼的供体性的外部性ꎮ 刑事诉讼的受体性的外部

性主要是刑事诉讼的行为主体作为外部性的接受方ꎬ比如外部的行政干预导致错案的发生ꎻ而刑事诉

讼的供体性的外部性ꎬ则表现为刑事诉讼作为体系外其他外部性的供体ꎬ譬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

事侦查效率的影响等ꎮ 刑事诉讼作为受体的外部性的减少意味着刑事诉讼作为供体的外部性的减

少ꎬ因此刑事诉讼的外部性的重点是刑事诉讼作为受体的外部性ꎮ 刑事诉讼作为受体的外部性ꎬ又可

根据外部性影响变量的来源划分为内源式的外部性和外源式的外部性ꎮ 内源式的外部性是产生在刑

事诉讼程序机制的内部ꎬ比如刑事诉讼行为中的刑讯逼供、司法机关内部的干预ꎻ外源式的外部性来

源于刑事诉讼体系的外部ꎬ比如行政权力机关、公众媒体的舆论、被害人的诉求等对诉讼活动的干预

或影响ꎮ 此外ꎬ刑事诉讼的外部性还可根据刑事诉讼的进程划分为侦查阶段的外部性、起诉阶段的外

部性、审判阶段的外部性和执行阶段的外部性ꎬ等等ꎮ
基于刑事诉讼的外部性的受体与供体的类别划分ꎬ刑事诉讼的相对完美状态是刑事诉讼在运行

过程中ꎬ无论刑事诉讼作为外部性的受体还是作为外部性的供体ꎬ其外部性都处于最小化的状态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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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的成本为单位ꎬ刑事诉讼的理想状态是最小化的受体外部性与最小化的供体外部性之总和ꎮ
ｍｉｎＥＣ ＝ Ｃ ｉ ＋ Ｃｅ 　 　 　 　 　 (２. ２)

在上述公式中ꎬ ｍｉｎＥＣ 表示刑事诉讼最小化的外部性成本ꎻ Ｃ ｉ 表示刑事诉讼作为外部性受体的

最小化成本ꎬ包括刑事诉讼中涉及各个阶段所牵涉的所有的诉讼外部性成本之和ꎻ Ｃｅ 表示刑事诉讼作

为外部性供体的最小化成本ꎬ即诉讼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刑事诉讼的收益之外的外部性成本ꎮ 例如ꎬ没
有犯罪的人而被判决有罪ꎬ导致社会执行成本的增加ꎬ应当判决有罪而没有判决有罪导致社会控制

(犯罪风险)成本的增加ꎬ这些都属于刑事诉讼作为供体产生的外部性ꎮ
(三)刑事诉讼外部性的特点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因权力偏好产生的过程并不均衡ꎬ在程序的权力资源配置的相对集中与外部

性之间具有正关联性ꎮ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的发生有其自身的特点ꎬ具体表现在规则的拒斥性、爆发的

阶段性和程序的传导性ꎮ
１. 正式规则的拒斥性

对制度的拒斥反映了规范与广泛的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协调ꎮ 非正式制度本身并不都是产生外部

性的制度ꎬ但是相当的外部性的产生来自于非正式的制度ꎮ 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改变ꎬ比起正式制度的

改变更为困难ꎮ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顿指出ꎬ对制度性规则的抗拒ꎬ由暗中合作的参与者构成ꎬ包括

社会的执法者ꎬ他们对制度性规则的抗拒执行很少受到制裁ꎬ即使受到制裁ꎬ也多是象征性的ꎮ 这些

制度化拒斥行为的发生ꎬ或者是一个团体面对现实的危机ꎬ要求采取与长期存在的规范不同的目标取

向或适应性行为ꎻ或者是因为提出新的规范(最明显的是新的立法)与长期存在的社会习性与感情发

生矛盾ꎮ〔２４〕因此ꎬ刑事各类诉讼主体对正式规则的拒斥和对非正式规则的依赖ꎬ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活

动过程中外部性的突出特点ꎮ
２. 侦查阶段的高发性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的产生主要受制于诉讼的不同程序性阶段ꎮ 侦查阶段的外部性ꎬ构成刑事诉

讼外部性的高位点ꎮ 在侦查阶段ꎬ如果羁押率很高ꎬ由于受到严格限制的人身自由ꎬ被羁押人必然怀

着焦虑、恐惧、悔恨等扭曲心理ꎮ 警察在侦讯案件的过程中ꎬ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强迫性

讯问环境下很有可能会出现指控的信息偏差ꎮ 由于警察对这种外部性本身并不需要支付成本ꎬ因此

警察在强迫性逼供的时候不会考虑其负面的外部性影响ꎮ 在侦查阶段ꎬ由于政府具有丰富的检控资

源ꎬ并可以自由地在案件中根据需要分配这些资源ꎬ以集中优势的资源来对付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ꎬ
以此取得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ꎮ〔２５〕在不存在平等的竞争的条件下ꎬ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内部行政绩

效模式的激励之下ꎬ外部性必然会在该阶段显著性地增加ꎮ
３. 诉讼程序的传导性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的传导性是指前阶段的外部性对后阶段的外部性产生作用和影响ꎮ 在刑事诉

讼的程序推进过程中ꎬ由于刑事诉讼成本不断集聚和叠加ꎬ沉没成本(ｓｕｎｋ ｃｏｓｔ)对后续决策的影响会

越来越大ꎮ 沉没成本影响决策者的行动ꎬ随着过去投入越来越大ꎬ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投入沉没成本

越来越大ꎬ决策者就越倾向于接受以前的决策ꎮ〔２６〕在侦查阶段的外部性的促动下ꎬ刑事诉讼行为的交

互作用所产生的外部性不断地发酵ꎬ以至于在刑事审判阶段产生集聚性效应ꎬ形成刑事诉讼外部性的

第二个高位点ꎮ 实践中ꎬ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超期羁押使得案件的司法成本不断放大ꎬ导致审判

机关在审判中无法摆脱审前羁押成本以及后续沉没成本的衍生成本(国家赔偿和司法问责)的影响ꎬ
因而即便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然作有罪判决ꎬ很多冤假错案的产生都有这方面的因素ꎮ 由于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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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活动中ꎬ刑事司法机关如“铁路警察ꎬ各管一段”ꎬ“相互合作”大于“相互制约”ꎬ在刑事诉讼外部

性产生的类型中ꎬ内源性的外部性的传导贯穿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之中ꎬ对诉讼活动的最终结果产

生至关重要的影响ꎮ 因此ꎬ降低刑事诉讼外部性的传导和高位点的集聚是刑事诉讼改革的重心所在ꎮ

三、刑事诉讼外部性产生的根源

刑事诉讼外部性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上的原因ꎬ其生成并不是简单的规则或制度

层面的问题ꎮ 为了深入理解和把握刑事诉讼外部性的规律和现象ꎬ必须探究外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ꎮ
概括起来ꎬ刑事诉讼外部性产生的根源主要包括:

(一)司法资源的稀缺性

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司法资源合理的投入ꎮ〔２７〕刑事诉讼外部性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司

法资源的有限性ꎮ 刑事诉讼的运行必须用社会可以承担的成本来“生产”出社会可以接受的“司法产

品”ꎮ 当司法资源包含司法知识在某个特定阶段无法满足司法产品的产出要求的时候ꎬ司法活动就会

寻求替代性手段使得诉讼行为偏离法定规则而导致刑事诉讼外部性的产生ꎮ
在刑事诉讼的外部性结构中ꎬ侦查阶段的外部性之所以突出ꎬ其根本原因在于侦查阶段的犯罪侦

查信息的稀缺性ꎮ 侦查阶段是诉讼的发动阶段ꎬ犯罪嫌疑人与侦查人员之间必然发生激烈的信息碰

撞ꎮ 侦查过程不仅决定起诉信息收集的效用ꎬ而且决定整个诉讼的走向ꎮ 正因为如此ꎬ世界各国对于

刑事诉讼的侦查都严格约束ꎬ以保证侦查活动尽可能地减少外部性ꎮ 当案件立案之后ꎬ侦查人员必须

调动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资源来完成侦查活动ꎮ 但是由于侦查对象和案件的复杂性ꎬ在法律授权

范围内的侦查资源的使用无法满足侦查需要ꎬ这时候侦查人员为了完成侦查任务往往动用法律规定

之外的资源ꎬ来解决法律规定之内的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ꎮ 比如ꎬ技术性侦查手段的法外滥用ꎬ就对

公民的隐私权产生很大的破坏ꎮ 再比如ꎬ在现有侦查手段无法满足侦破案件或起诉要求的时候ꎬ通过

强迫或诱骗的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ꎬ对于侦查人员来说就是最便捷的选择ꎮ 在政府管理经济

行为中ꎬ人们经常看到政府并不能给企业发出正确的交易信号ꎬ这是导致资源配置失当ꎬ从而产生政

府行为失灵的重要原因ꎮ 同样ꎬ在刑事诉讼中ꎬ由于被告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尽量限制犯罪信息的

外溢ꎬ使得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成本扩大ꎬ从而产生侦查的外部性ꎮ
(二)司法认知的有偏性

任何刑事诉讼和证据的理解都是建立在不完备的知识的基础之上ꎮ 即便在比较确定性的诉讼和

法律事件中ꎬ这种知识仍然是不全面的ꎮ 因为ꎬ“事先我们不能排除在对这些因素的影响的评估过程

中我们所犯错误的可能ꎬ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我们忽视了某些因素的影响ꎬ或者错误地估计了某些因

素的作用的可能性ꎮ” 〔２８〕即便是“铁证如山”和“证据确凿”ꎬ事实上仍然存在部分认知细节的不完整和

缺失ꎮ 认知理性的局限ꎬ决定人们对法律和事实的判断能力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ꎮ
在诉讼活动中ꎬ人的理性不是绝对的ꎬ而是相对的ꎮ 诉讼主体由于受到“取景效果”ꎬ以及自我控

制和过度自信的影响ꎬ在决策中出现锚定心理ꎮ〔２９〕刑事诉讼活动中因主体的不同ꎬ而客观上大量存在

偏好不真(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认识不真(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ꎮ 即便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受到

严格的职业训练ꎬ也不能保证司法认知的绝对正确性ꎮ 由于考虑到这种认知偏差的存在ꎬ诉讼制度的

设计上才采取多层的审级制度ꎮ 但是审级在纠偏方面的功能同样有限ꎮ 所有地方的法官都受到他们

自己与其前辈做法的深刻影响ꎬ但解释和控制这种影响的理论却见仁见智ꎬ而法律的发展却不能免受

这些理论的影响ꎮ〔３０〕可见ꎬ司法认知上的偏差不可避免导致司法过程中外部性的产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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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律机构的权威被政治所放大ꎬ在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ꎬ普遍存在着司法机关“全知全能”的
“道德人”或者“组织人”的推定ꎬ即主观上认为刑事诉讼机关事实上能够绝对地发现真实并进行绝对

公正的裁判ꎮ 这种过高估计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其实是建立在个人理性必然导致司法公正假设的基

础上ꎮ 但是ꎬ这种假设却支配了规则的制定者与实施者ꎬ并实际地造成司法人员与社会公众不正常的

司法预断ꎮ 比如ꎬ疑罪从无原则的实施ꎬ就面临来自司法人员和公众的司法绝对认知上的障碍ꎮ 当司

法行为或规则在实施中出现异化或失灵的时候ꎬ人们惊讶于这个问题出现的异常性ꎬ但却总是将其发

生的原因回归到具体的案件的程序细节上ꎬ而没有意识到诉讼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引起的外部性也会

导致规则的异化或失灵ꎮ
(三)司法权力的失衡性

在刑事诉讼的规则中ꎬ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诉讼阶段的司法权制约不足的失衡问题ꎮ 我国目前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司法权力在审前阶段过分集中的问题ꎮ 纠问式制

度基本上是应答性的ꎬ反映了它起源于刑事法实施主要限于法院的历史背景ꎮ〔３１〕 英国著名的法律史

学家梅因曾说:“可以断言ꎬ在人类初生年代ꎬ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ꎬ甚至一个明确的

立法者对于是或非唯一有权威性的说明是根据事实做出的司法判决ꎬ并不是由于违犯了预先假

定的一条法律ꎬ而是在审判时由一个较高的权力第一次灌输入法官脑中的ꎮ” 〔３２〕 没有集中的强制力

量ꎬ自然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第三方执法的法律ꎮ〔３３〕但是ꎬ过度集中而缺乏竞争的法律必然会产生实

施上的消极外部性ꎮ
不同诉讼主体因权力 /权利差异导致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信息分享严重不对称ꎬ阻碍被追诉主体作

出决策的自愿性ꎮ 在侦查阶段ꎬ由于被指控人没有沉默权和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ꎬ被指控人必须如实

回答指控方的提问ꎮ 被指控人与指控人之间不存在客观的交易ꎮ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被刑事

诉讼立法所确认ꎬ但是在律师有效辩护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被指控人认罪的自愿性就成为司法实

践的难题ꎮ 为了解决交易成本困难的问题ꎬ封闭式关押的压力和对自由或早日结案的渴望ꎬ导致被指

控人在指控人的高压之下提供指控方需要的有利于指控的信息ꎮ 在相对封闭的刑事诉讼的系统内ꎬ
程序运行中缺乏类似的市场性的供给与需求的信号机制ꎬ外部性的制造者无需为受损害方支付成本ꎮ
由于交易的困难或者不合作ꎬ为了达成交易的目的采取法外方式就成为可能ꎬ因此导致诉讼的外部性

放大ꎮ
(四)规则异化的普遍性

在刑事诉讼的运行过程之中ꎬ刑事主体的行为人不仅受制于刑事诉讼行为的规则制约ꎬ而且受制

于大量的非正式制度ꎮ 正式规则是通过立法和司法机构颁布的规范性规则ꎬ而非正式规则是在执法

过程并没有被上升为法律规范或者根本不可能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规则ꎮ〔３４〕 非正式规则从何而来ꎬ它
们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ꎬ并且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传承的一部分ꎮ 由于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

规则不会立即对正式规则的变化作出反应ꎬ因而已改变的正式规则与持存的非正式约束之间必然会

产生紧张关系ꎮ〔３５〕中国的刑事诉讼内部非正式规则盛行ꎬ程序异化现象严重ꎬ导致其内源性的外部性

突出ꎮ 譬如ꎬ有的地方公安机关立案上不破不立ꎻ在有些并不复杂的案件中ꎬ各类诉讼期限被不断拖

延ꎬ包括通过内部审批等策略性手段来变相延长办案时间ꎮ 此外ꎬ口供中心主义和卷宗主义盛行ꎬ讯
问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笔录证据被推定具有证明力和合法性ꎻ证人基本不出庭ꎬ对质调查难以

进行ꎬ庭审虚化的现象严重ꎻ侦查活动中的传闻证据规则不仅难以启动ꎬ更难以排除ꎻ等等ꎮ 上述种种

现象ꎬ均为因规则异化的刑事诉讼的内源式的外部性的典型表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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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事诉讼引入外部性范式的理论价值

在刑事诉讼研究中引入外部性的范式ꎬ其主要功能在于利用新的范式对刑事诉讼行为和规则进

行更加科学的评价ꎮ “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这个范式

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ꎮ” 〔３６〕 外部性范式的引入ꎬ可为刑事诉讼规则的效

率分析提供更加具体的范畴ꎬ以弥补传统正当程序理论在分析刑事诉讼原理等方面的不足等问题ꎮ
(一)外部性范式与正当程序理论可形成解释上的互补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诉求ꎬ但是相比公正而言ꎬ学术界对刑事诉讼的效率分析往往

流于表面ꎬ且缺乏可量化的范畴ꎮ 以帕克的两个模式为基础的正当程序理论ꎬ忽视刑事诉讼本身存在

的成本与收益事实ꎬ仅仅区分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的规则创制导向ꎬ关注的是刑事诉讼内部程序创设

上的价值归属ꎮ 帕克理论的基本假设ꎬ即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被告人在正当程序的博弈中产生“真
相”与“正义”ꎮ 因此ꎬ为了实现博弈的公平性ꎬ正当程序的规则设定的权利必须尽可能对等ꎮ 正当程

序理论贬抑刑事程序中的犯罪控制ꎬ而张扬正当程序ꎬ有利于加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的权利保护ꎮ
这种基于权利保护为基础的诉讼价值的理论ꎬ即在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中不断对国家诉讼权力的限

制和对个人的诉讼权利的扩张ꎬ对于以犯罪控制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的

改革影响深远ꎮ 帕克的正当程序理论巧妙地抓住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人与人”
的关系中的诉讼主体权利应有的张力ꎬ从权利平衡与程序性制裁的角度来再造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则ꎮ
但是ꎬ正当程序理论忽视了刑事诉讼行为激励的外部效应ꎬ忽视了国家、社会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

具有特殊的效用问题ꎮ 刑事诉讼的“真相”和“正义”的两大预期不仅对被告人具有意义ꎬ对于被害人

和社会人(公众)同样具有意义ꎮ〔３７〕 更明显的缺陷是ꎬ帕克理论过分夸大了正当程序的效用ꎬ认为正当

程序的介入就会完全平衡人(国家代理人)与人(被告人)之间的关系ꎬ并可以产出“真相”与“正义”ꎬ即
正当程序是真相与正义的决定性函数ꎮ 但也有学者认为ꎬ刑事抗辩制度其实并不利于真相的发现ꎮ〔３８〕

与正当程序理论比较ꎬ刑事诉讼外部性的范式在刑事诉讼的行为和规则的解释上具有完全不同

的进路ꎮ 刑事诉讼的外部性范式主要通过效用结构来规范权利的配置ꎬ而正当程序理论主要从权利

对抗来平衡诉讼权利ꎮ 外部性的范式假设是当刑事诉讼的外部性为零时ꎬ刑事诉讼的效益最大化ꎮ
这为刑事诉讼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分析的新范式ꎻ正当程序的理论假设是对抗性程序下诉讼主体间的

争斗可以产生“真相”与“正义”ꎮ 对抗制是美国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ꎬ但是基于对抗制的理论研究模

式却日益呈现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ꎮ〔３９〕 外部性范式不仅考虑刑事诉讼的内部结构ꎬ而且考虑刑事

诉讼的外部环境ꎬ而正当程序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内部结构性的权力平衡ꎮ 正当程序理论过分强调

刑事诉讼的对抗和竞技特征ꎬ因此很容易造成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和家庭的忽视ꎬ也就无法有效解释

被害人以及社会公众在诉讼结构中的地位ꎮ〔４０〕 外部性范式则可以从诉讼效用的角度ꎬ为包括被害人

在内的不同的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提供理论上的支持ꎮ 特别是刑事诉讼的外部性范式不仅可以解释

刑事诉讼的内部效用ꎬ还可扩展到刑事诉讼作为供体的其他社会现象的外部性上ꎬ这方面比正当程序

的局限于刑事诉讼体制内的解释显示出更大的理论张力ꎮ 外部性范式为权利配置不合理导致的规则

的异化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原理解释ꎬ而正当程序理论则无法有效地回答程序和规则的异化问题ꎮ 当

然ꎬ刑事诉讼的外部性范式与正当程序理论解释上的差异ꎬ并不意味着外部性范式将取代正当程序理

论ꎮ 正如正当程序理论的创立者帕克所言ꎬ“没有哪个模式的提出是对应现实或代表理想状态ꎬ从而

完全排斥另一个模式的”ꎮ〔４１〕基于不同的视角和分析框架ꎬ刑事诉讼的外部性范式与正当程序理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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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一体两翼”的互补性理论ꎬ为刑事诉讼的行为、规则和标准的建立提供互补性的解释(见图 １)ꎮ

图 １　 外部性范畴与正当程序理论的互补关系

(二)外部性范式为科学配置司法资源提供更加具有指向性的判断标准

刑事诉讼的权利和权力的配置基本上是司法机关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ꎬ在立法中甚少考虑如何

减少外部性ꎮ 当一项活动引起了不断增加的外部效应时ꎬ一个规范就可能发生ꎬ规范是这种外部效应

内生的结果ꎮ〔４２〕法律规范都不可避免存在权利配置的问题ꎮ 刑事诉讼参与的诉讼主体具有广泛性ꎬ
因此如何科学配置刑事诉讼主体的权利ꎬ最大程度减少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

重大课题ꎮ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ꎬ其本质上就是通过对刑事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最

大限度减少刑事诉讼的外部性ꎮ 外部性理论的引入ꎬ在制定刑事政策或规则时就可以是否会产生外

部性或者最小化的外部性的原则来建立相对客观的指向性评价标准ꎮ
根据外部性最小化的原理ꎬ应当增加各类替代性羁押的方式ꎬ同时减少审前羁押时间ꎮ 审前羁押

的时间与产生的外部性呈正相关ꎬ对于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在立法上让侦查人员承担外部性

的成本ꎮ 审前羁押时间越长ꎬ违法侦讯的机会就越多ꎬ所造成的外部性的程度就越强ꎮ 由于封闭式的

羁押和案件结果的不确定性ꎬ不仅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造成很大的身心痛苦ꎬ而且给政府带来很大

的管理负担ꎮ 对于不需要限制性人身自由的羁押ꎬ应当大量使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ꎮ 虽然制度层

面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ꎬ但是如果不能使得侦查人员承担其导致的外部性的社会

成本ꎬ禁止刑讯逼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就必然会失效ꎮ 非法超期羁押问题是中国刑事诉讼中

的痼疾ꎬ羁押环节的非正常伤害和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ꎮ〔４３〕

此外ꎬ根据外部性原理ꎬ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ꎬ还应当在限

制的同时在司法资源上加大投入ꎬ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新的规则无法实施ꎮ 权利的实现譬如商品交易ꎬ
同样需要成本ꎮ 一项新权利的确立ꎬ必然意味着一项新义务的产生ꎮ 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正当权益不

受非法讯问的侵犯ꎬ实行侦查讯问的录音录像ꎬ就是在增加检控方的司法资源投入来换取讯问程序的

规范ꎬ减少侦查讯问的外部性ꎮ 对于非协商性规则ꎬ在有利于被告人与对权利削弱方的补偿之间的平

衡是权利配置的基本原则ꎮ 关于权利配置适当补偿的具体运用ꎬ卡尔多 － 希克斯原则(Ｋａｌｄｏｒ － Ｈｉｃｋ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可以提供某种指导ꎬ因为该原则本质上为协商性的司法证成并减少外部性提供支持ꎮ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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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希克斯原则ꎬ是指第三者的总成本不超过交易的总收益ꎬ或者说从结果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对

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ꎬ这种非自愿的财富转移的具体结果就是卡尔多 － 希克斯效率或者卡尔

多 －希克斯原则ꎮ〔４４〕根据卡尔多 －希克斯原则ꎬ一项司法变革只有满足卡尔多 － 希克斯原则的时候ꎬ
该司法改革才能被明确地认为是一种进步ꎬ即当且仅当只有受益者从变革中所能获得的收益足以补

偿受损者的损失ꎬ从而使他们的处境都得到改善ꎬ这项改革才被判定为提高社会福利ꎮ〔４５〕 例如ꎬ根据

卡尔多 －希克斯原则ꎬ在非协商性的案件侦查活动中ꎬ指控机关因非法证据排除的限制应当受到相应

的资源补偿来抵消侦查效率的下降ꎬ基本途径就是增加指控阶段的资源或者技术性措施的投入ꎬ强化

以非口供为中心的侦查程序性机制ꎮ
(三)外部性范式为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设计提供更加清晰的分析工具

美国制度分析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ꎬ单纯的市场和单纯的国家都无法增进社会福

利ꎬ因此需要更为丰富的政策设计ꎮ 为避免公权力背离自身目标的趋势ꎬ就应将公权从独占、垄断的

独占性中解脱出来ꎬ吸收私权领域的竞争和选择机制ꎬ以增加其有效性与合理性ꎮ〔４６〕 我国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改革和立法实践ꎬ本质上就是通过建立诉讼平等主体间就刑罚结果的合意制度ꎬ以此来减少

刑事诉讼外部性的具体措施ꎮ 惩罚性是刑事程序本身外部性的典型表现ꎮ〔４７〕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观

点仍然是ꎬ定罪之后便是“流放”ꎬ在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是极少受到关注的ꎮ〔４８〕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中

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和各种非限制性人身自由的替代措施的使用ꎬ都说明对程序过程的外部性的重

视ꎮ 程序的惩罚性被认为是刑事诉讼的突出外部性ꎮ 中国刑事诉讼的程序所具有的惩罚性尤其突

出ꎬ但长期被刑事诉讼法学界所忽视ꎮ 根据刑事诉讼的外部性不均衡的结构性特点ꎬ应当在侦查和审

判两个阶段的程序性规则设计上来最大限度地降低程序的惩罚性ꎮ
在刑事诉讼中ꎬ参与主体的自主性程度越高ꎬ外部性相对就越小ꎮ 自主性反映的是对被指控主体

权利的尊重ꎬ这是现代刑事诉讼演化的哲学基石ꎮ 正如美国学者卓潘茨克指出的ꎬ“在相信个体是存

在价值的终极意义的社会中ꎬ即使某人面临刑事指控ꎬ他面对大多数人的地位时仍是毋庸置疑的ꎮ 他

不是政府目标和政策的对象ꎬ而是法律纠纷中的平等合作者”ꎮ〔４９〕通常在这样一种诉讼机制中———刑

事司法权受到更多的制约ꎬ被指控人在刑事诉讼的指控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严ꎬ其产生的外部性也

相对减少ꎮ
在刑事诉讼的程序中ꎬ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的行为虽然与市场交易行为存在很大差异ꎬ但是客观上

存在信息和权利交换的活动ꎬ并且无论是信息交换还是权利交换都有“价格” (条件)基础ꎮ 比如ꎬ以
“坦白从宽ꎬ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为例ꎬ“坦白”是“信息”ꎬ“从宽”是“收益”ꎬ双方在“交易”(合作)中
获取各自所需(互利)ꎮ 根据科斯定理ꎬ如果交易成本(外部性)为零ꎬ在纯粹的“自利”的条件下的交

易产生的外部性(交易成本)最低ꎮ〔５０〕因此ꎬ在法律规则的取舍方面ꎬ最小化的外部性是基本的价值取

向ꎮ 这种最小化的前提是法律上的权利运行与经济上的效用具有通约性(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ｌｅ)ꎮ〔５１〕外部性

的相互性将影响对谁的利益应该通过权利进行保障ꎬ其是选择过程的函数———选择关于谁将拥有权

利ꎬ谁将能完全行使权利ꎬ谁将会影响其他人的收益和损失以及程度将会如何ꎮ〔５２〕 刑事诉讼中权利配

置的总体原则是:任何权利的配置都必须考虑有利于诉讼主体对具有事实基础的指控进行协商解决ꎻ
如果不能进行协商ꎬ则权利配置应当有利于被指控人ꎬ但同时需要对权利受损方提供适当补偿ꎮ

根据上述权利配置的基本原则ꎬ为了减少外部性ꎬ被告人的认罪协商程序的选择应当具有优先

性ꎮ〔５３〕只要被告人认罪并具有客观的事实基础ꎬ协商性的刑事程序的外部性(指控成本)就可能降低ꎮ
辩诉交易的发展趋势是“朝着规范及平等化辩诉交易的发生条件的方向发展”ꎮ〔５４〕现代刑事诉讼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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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ꎬ辩诉交易、刑事和解和恢复性的司法在当代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广泛采纳ꎬ充分反映协商性的刑

事司法在减少刑事诉讼外部性上的优势ꎮ ２０１８ 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通过立法构造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和速裁程序ꎬ本质上符合降低刑事诉讼的外部性的基本原理ꎮ
学术世界的主要价值ꎬ是寻求比实际和直接目的的要求更为基础和持久的知识ꎮ〔５５〕 现代刑事诉

讼的理论基本上没有跳出对抗制与纠问制、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的“二元”模式窠臼ꎮ 正如托克维尔

所言ꎬ“尽管河水仍在流动ꎬ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ꎮ” 〔５６〕本文对刑事诉讼外部性的范式的理论

探索ꎬ可为刑事诉讼的立法和规则、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清晰性、指向性和实证性的评价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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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刑事诉讼法律经济分析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卫东、王政君:«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ꎬ«中国法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ꎻ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ꎬ«法学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ꎮ
〔１１〕〔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ꎬ金吾伦、胡新和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４９ 页ꎮ
〔１２〕〔２２〕〔美〕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从经济角度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探讨»ꎬ施以正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２６０、１５５、１５６ꎬ１５５、１５６ 页ꎮ
〔１３〕郑鹏程:«论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外部性及其内在化»ꎬ«中国法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ꎮ
〔１４〕〔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ꎬ黄风译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５６ 页ꎮ
〔１５〕Ｍａｌｃｏｌｍ Ｍ. Ｆｅｅｌｅ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ａ Ｌｏｗ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ꎬ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２.
〔１６〕 Ｉｓｓａｃ Ｅｈｒｉｌｉｃｈ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Ｄ. Ｂｒｏｗｅｒꎬ“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ｍｅ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７７ꎬＮｏ. ２ꎬ１９８７ꎬｐ. ９９.
〔１７〕Ｄａｌｌｉｎ Ｈ. Ｏａｋｓꎬ“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 Ｒｕｌｅ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ｅｉｚ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３７ꎬＮｏ. ４ꎬ１９７０.
〔１８〕〔美〕乔治弗莱彻:«反思刑法»ꎬ邓子滨译ꎬ北京:华夏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４４ 页ꎮ
〔１９〕Ｊ. ＷｅｉｎｂｌａｔｔꎬＵ ＳｐｉｅｇｅｌꎬＳ ＨａｋｉｍꎬＵ Ｂｅｎｚｉｏｎꎬ“Ｃｒｉｍ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ｌｓｉｓ”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８ꎬＮｏ. １ꎬ１９８３ꎬｐｐ. １１０ － １３１.
〔２０〕〔２１〕〔英〕詹姆斯Ｅ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ꎬ施仁译ꎬ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３０２ － ３１２、３０４ 页ꎮ
〔２３〕关于刑事程序失灵的讨论亦可参见陈瑞华:«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ꎬ«中国法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２４〕〔美〕罗伯特Ｋ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ꎬ林聚任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８６ 页ꎮ
〔２５〕〔美〕理查德Ａ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ꎬ徐昕、徐昀译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８７ 页ꎮ
〔２６〕参见施俊琦等:«沉没成本效应中的心理学问题»ꎬ«心理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ꎮ
〔２７〕陈卫东、王政君:«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ꎬ«中国法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ꎮ
〔２８〕〔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ꎬ聂薇、裴艳丽译ꎬ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９３ 页ꎮ
〔２９〕周林彬、董淳锷:«法律经济学»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８８ 页ꎮ
〔３０〕〔美〕约翰奇普曼格雷:«法律的性质与渊源»ꎬ马驰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２３ 年ꎬ第 １８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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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５ꎬ１９７４. ｐ. １０２４.
〔３２〕〔英〕梅因:«古代法»ꎬ沈景一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５ －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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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ꎬ１９６７ꎬｐ. ８３.
〔３４〕关于正式规则ꎬ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６)ꎬ曾作出一个很详细的创建性讨论ꎬ将结构性的规则划分为:定位规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边

界规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ｕｌｅｓ)、范围规则(ｓｃｏｐｅ ｒｕｌｅｓ)、权威规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加总规则(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信息规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ꎮ
这些定义对于区分法学ꎬ特别是刑事诉讼的规则细类化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ꎮ 参见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ꎬ“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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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第 ５０、６３ 页ꎮ

〔３６〕〔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ꎬ周琪等译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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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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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对正当程序理论价值取向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ꎬ有学者甚至认为正当程序的目的就是控制犯罪ꎮ 〔美〕加里古德帕斯特:

«美国对抗式刑事审判理论探究»ꎬ苑宁宁译ꎬ〔美〕虞平、郭志媛编译:«争鸣与思辨: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选译»ꎬ第 ２９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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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Ｈａｒｏｌｄ Ｄｅｍｅｓｅｔｚꎬ“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５７ꎬＮｏ. ２ꎬ１９６７ꎬｐｐ. ３４７ －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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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４９ꎬＮｏ. １９５ꎬ１９３９ꎬｐｐ. ５４９ － ５５２ꎮ 福利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就是所有的市场均衡都是具有帕累托最优的ꎮ 但在现实生活中ꎬ通
常的情况是有人有所得就有人有所失ꎬ于是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补偿准则”ꎬ即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ꎬ而他能够补偿另

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ꎬ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进了ꎬ这就是福利经济学另一个著名的准则卡尔多 － 希克斯原则(Ｋａｌｄｏｒ － Ｈｉｃｋ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ꎮ 亦可参见〔美〕理查德Ａ波斯纳:«正义 / 司法的经济学»ꎬ苏力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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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见〔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帕克斯等:«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ꎬ宋全喜、任睿译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４ꎮ
〔４７〕Ｍａｌｃｏｌｍ Ｍ. Ｆｅｅｌｅ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Ａ Ｌｏｗ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ꎬ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２.
〔４８〕〔美〕丹尼尔富特:«日本刑事司法中的家长模式»ꎬ刘丽君译ꎬ〔美〕虞平、郭志媛编译:«争鸣与思辨: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

文选译»ꎬ第 １４３ 页ꎮ
〔４９〕Ｂｏｓｔｊａｎ Ｍ. Ｚｕｐａｎｉｃꎬ“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７ － ８ꎬ１９８２ꎬｐｐ. ３９ － １３３.
〔５０〕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ꎬ“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Ｖｏｌ. ３ꎬ１９６０.
〔５１〕可通约并不意味着可比较ꎬ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不可通约性分为三种类型ꎮ 第一是关于科学的基准及定义的

不可通约性ꎮ 第二是由于观察术语及理论术语的意义改变而导致不可通约性ꎮ 第三是由于范式的变化ꎬ科学工作者活动的“世界”改

变了ꎬ在这种意义上它也是不可通约的ꎮ 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ꎬ金吾伦、胡新和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ꎮ
〔５２〕ＳａｍｕｅｌｓꎬＷａｒｒｅｎ Ｊ. ꎬ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ｅｒｃｕｒｏꎬ“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ａｒｔ Ｏｎｅ － ｔｈｅ Ｒｏｌｅ”ꎬ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Ｖｏｌ. １ꎬ１９７９ꎬｐｐ. １５７ － １９４.
〔５３〕协商性在刑事司法中的价值已经受到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ꎬ参见吴学艇:«论刑事司法的协商性»ꎬ«法制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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