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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开始在刑事诉讼中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改革。经过四年多的改革试点,在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2019年10月,“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进一

步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准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在引导实践创新的同时,也带来理论上的挑战。在改革试点时期,

相关学术研究多围绕激励机制、从宽幅度与量刑建议等宏观问题,意在对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与

提炼,呈现出一种探索性态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入立法之后,相关理论研究逐渐迈向纵深

化和精细化,不仅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体,讨论值班律师、检察官与法官的实质参与问

题,也立足于具体规范,聚焦量刑建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等问题。
随着2020年初若干争议性案例的出现,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问题被推至“风口浪尖”,

引发学术界新一波的广泛讨论。此类案件的集中出现,反映出在该制度实践的关键问题上仍

缺乏共识,特别是检察官与法官的量刑主导权、量刑协商的性质与效力、认罪认罚具结书与量

刑建议的作用、从宽情节的评价等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探讨正当其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刑协商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系统工程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探索,对落实

刑事正义和促进刑事诉讼程序公平与效率之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刊邀请陈瑞华教授组织了多位刑事诉讼法专家,分别从量刑协商的性质和效力、

量刑建议的形成和调整机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化以及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

序等问题切入,回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在程序层面存在的诸多理论争议问题;邀请周光权

教授从实体法的层面切入,探讨检察机关精准量刑建议及其采纳率的可行性,以及如何理解法

官的裁量空间,为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问题引入实体法思维;刊用吴雨豪博士的实证研

究,其以对三万余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的分析为基础,探讨了“从宽”的两种裁量模式在

实践中的适用情形。本刊编辑部通过组织六篇不同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论文,形成本期“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专题,以期为认罪认罪从宽制度的理论优化和实践展开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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