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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制定的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是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
进行刑事诉讼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刑事诉讼法是重要的基本法之
一，关系到对犯罪的及时惩治和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通过刑事诉讼法的运用，
既能及时有效地遏制犯罪，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实现公平、正义的自身价值
。
  随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逐步繁荣和学科教育的大力发展，作为重要工具之一的教材
，成为我们了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最基本和最便捷的途径。
  本教材在借鉴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力求紧扣刑事诉讼法学学科的特点，在准确解读和
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介绍和阐述刑事诉讼
法学的前沿理论研究成果。
  本书的编写体例共分五编：第一编，通论；第二编，原理与原则；第三编，刑事诉讼
制度；第四编，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第五编，刑事诉讼程序。其中，第二编和第四编
着重阐述理论，而第三编和第五编则立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典进行解释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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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编 通论
第一章 绪论
  提要与学习要求本章需要了解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理解并掌握刑事诉讼的程序，三大诉讼法的关系。
第一节 刑事诉讼
一、诉讼和刑事诉讼
  所谓诉讼，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诉，告也”，“讼，争也”，诉讼就
是一方对另一方提出告诉，由裁判机关解决双方的争议。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刑事诉讼
的概念，刑事案件称“狱”，办理刑事案件称为“断狱”，元代刑律《大元通制》以《
诉讼》作为篇名，但其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中国正式引进现代意义上的
诉讼、刑事诉讼概念始于清末的修律。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
序办理案件的全部活动，以及进行此种活动的循序渐进的程序。按照所解决实体问题的



不同，诉讼可以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刑事诉讼，顾名思义，就是解决刑罚之事的活动和程序。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修改，我国学者对刑
事诉讼的概念有了更为准确的表述。所谓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
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
。
  在我国，参加刑事诉讼的国家专门机关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走私犯罪侦查机关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的诉讼参与人有七种：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
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其中，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二、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包括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
  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
阶段。它是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通常都要经历的过程。 第一编 通论 第一章 绪论  提要与
学习要求本章需要了解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刑事诉
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理解并掌握刑事诉讼的程序，三大诉讼法的关系。 第一节
刑事诉讼 一、诉讼和刑事诉讼  所谓诉讼，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诉，告
也”，“讼，争也”，诉讼就是一方对另一方提出告诉，由裁判机关解决双方的争议。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刑事诉讼的概念，刑事案件称“狱”，办理刑事案件称为“断狱”
，元代刑律《大元通制》以《诉讼》作为篇名，但其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诉讼
。中国正式引进现代意义上的诉讼、刑事诉讼概念始于清末的修律。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
，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案件的全部
活动，以及进行此种活动的循序渐进的程序。按照所解决实体问题的不同，诉讼可以分
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刑事诉讼，顾名思义，就是解决刑罚之事的活动
和程序。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
法》）的制定和修改，我国学者对刑事诉讼的概念有了更为准确的表述。所谓刑事诉讼
，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
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  在我国，参加刑事诉讼的国家专门机关有公安
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走私犯罪侦查机
关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诉讼参与人有七种：当事人、法定
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其中，当事人指被害人、自
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二、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包括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  刑事
诉讼的普通程序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阶段。
它是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通常都要经历的过程。  普通程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先后顺序
，不能颠倒，颠倒即属程序违法。我国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
判和执行程序。其中，起诉程序又包括提起公诉的程序和提起自诉的程序。根据现行审
级制度，审判程序包括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第一审程序又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
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三种。  刑事诉讼的特殊程序有复核
和核准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其中，复核和核准程序包括死刑复核程序、在法定刑以



下判处刑罚的复核和核准程序以及适用特殊情况假释的复核和核准程序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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