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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即蕴涵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
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来看，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都离不开学术科
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
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氛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现、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学校学术精神的
象征。
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
习机会，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
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于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判，探求
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正是在这一精神理念引领下出版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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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以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合理配置为主线，对我国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我国侦查权、强制措施、检察权、审判权制度构架
的得失，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研究中所涉及的内容是近年来学术界与实务界所关注的新课题、新问题、新举措，如强制措施的救济
、检察权的配置、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举报人的保护、和解不起诉制度、社区矫正和被害人国家
补偿制度的建立等。
同时，还涉及诱惑侦察、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等诉讼法学领域的前沿问题
。
作者采用比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进行法理阐述，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得出的结
论令人信服，体现了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本书具有视角新、视野宽、视点实的特点，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较高，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刑
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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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啸天，男，编审，现任上海政法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法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等。
著有《信访制度改革研究》等学术专著8部，发表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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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难有所为，律师辩护困难重重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面对的是拥有国
家公权力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诉讼地位上天然处于弱势地位。
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各国法律赋予了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具备
一定的权利，比如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被告知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在场权、控告权、申诉权等
等。
但是，相比较而言，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显得不尽完善。
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而限制了人身自由，其与外界的联系便由此隔断，其基本的案件知情
权无法保证，致使其无法了解案件进展的情况，自我辩护难有所为。
由于法律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在面临权利受到侵犯的场合亦不能有所
作为。
我国法律没有为犯罪嫌疑人设置沉默权，犯罪嫌疑人不仅不能利用沉默权来防卫自己，反而必须按照
法律精神“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讯问，否则将被斥之为“抗拒”。
国外所谓控辩双方“平等武装”的情形在我国难得一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就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作出了规定。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
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
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这种规定一方面可以有利于保护证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不当侵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也增加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难度与阻力。
实践中，一些单位与个人正是以这条规定为由，阻却辩护律师进行案件调查。
如此严格地限制律师的调查权，实质是从事实、证据方面架空了辩护权。
④《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有关司法解释均规定了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之外，侦查机关应在律师提出会见申请的48小时内安排会见，“涉黑”案件
等特殊类型的案件也应在5日之内安排会见。
然而，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总是对法律法规视而不见，想尽各种办法，故意为难辩护律师
，避免或者拖延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见面。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委托的律师及其它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
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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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自讨苦吃的产物。
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逐渐从注释法学转向理论法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趋于多
样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互动更为紧密。
我们斗胆将本书称为《刑事诉讼研究的新视角》首先是出于自我激励，向自己提出了自我超越的要求
，至于“新视角”在实际上达到的水准，还有待历史的评说。
就我们作者自身而言，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已经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冲刺，在探索中
实践了“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历程，在奋斗中享受了拼搏的乐趣。
本书是再接再厉的探索。
2005年8月，我和我的同仁申报了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市级项目《刑事诉讼权力配置与制约》。
2007年10月项目完成后，恰逢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本科教育高地建设项目之需，又马不停蹄地进行深化
研究，历经艰辛，形成了《刑事诉讼研究的新视角》，作为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之一。
可以肯定地说，本人工作之忙，早已长期处于“披星戴月”的状态，能够利用的只有睡眠时间。
有些文稿又不得不由我改写、补写乃至重写，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主持这一课题研究，既是社会
责任使然，也是被“参与比金牌更重要”的奥运精神所鼓舞。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人作为主编，承担了总体设计、篇章安排、关系协调、统稿修改等全部工作。
我的好友姚建龙博士以贡献其智力成果的方式，给我以支持。
初稿完成后，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叶青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周伟教授进行了认真的评阅，给
予了热情的鼓励，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令人惋惜的是，周伟教授在为本研究写出热情洋溢的评语后不久，于2008年4月17日英年早逝。
愿本书的出版也能表达我对周伟教授的深深怀念。
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挚友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家弘教授欣然作序，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并就学术研究提
出了“视角新、视野宽、视点实”的要求。
作为一个成员来自各方面的研究团队，合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初稿完成后，同仁们又对文稿进行了反复修改，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全书按照各章的先后，撰稿分工如下，其中有些章节的文字系多人撰稿，由我再加工组合而成，署名
时按照贡献大小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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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研究的新视角》具有视角新、视野宽、视点实的特点，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较高，对我国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研究的新视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