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事诉讼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8931

10位ISBN编号：7208088934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叶青 编

页数：392

字数：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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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前言

正值华东政法大学复校30周年之际，校诉讼法研究中心，将从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师们近
五年的科研成果汇集成《刑事诉讼法学：问题与阐述》出版，这是他们献给学校的一份厚礼。
收入文集的40余篇文章，虽有不少已在《法学》、《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等核心刊物发表过
，但在这次收入文集时，作者又根据新情况，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更有不少是首次面世的佳作。
文集涉及的多是刑事诉讼法学当前的热点问题，或者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如何为完善检察权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国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这虽不是新课题，但
仍然是应当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
看了这一文，会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其他关于检察权的文章，也有各自独到见解。
我国律师的辩护权问题，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曲折过程，新律师法出台，有亮点，但尚有缺憾，仍然有
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书内八篇文章从几个方面作了阐述，有助于人们对这个制度当前状况的了解。
在刑事诉讼中，我国追求的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只强调惩罚犯罪，可能会侵犯人权；而片面强调保护人权，又可能放纵犯罪。
问题关键在于强制措施的适用。
因此，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值得关注，书内有八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刑事诉讼中适用强制措施问题
作了阐述，给人们以一定启迪。
关于刑事诉讼的原理及有关制度，在文集的第四、五章两章内，有十三篇文章，从不同方面对相关问
题作了阐述，有助于人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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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释了刑事诉讼的原理及有关制度、检察权、律师辩护权、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刑事诉讼的理
论与程序及国际视野下的刑事诉讼等问题。
同时还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司法制度、美国的联邦保护令制度和司法心理学家的介入程序等。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有重理论阐述的，也有重实践操作的，但大多是近期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前沿理
论问题和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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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及其在我国的移植障碍问题  第三节  美国的联邦保护令制度  第四节  美国妇女杀害施虐配偶案件
中司法心理学家的介入  第五节  香港刑事拘捕改革  第六节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和香港刑事司法改革
概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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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改革中忽略传统的复杂影响，过分强调沿循国外的模式进行变革，批判中国传统法律可
能带来阻碍的同时，也忽略了其可能给予改革的支撑中国现今的各种法律改革都是在批判和借鉴的基
础上进行的，批判更多的是中国的传统和现状，而借鉴更多的是国外的思想和制度。
与西方视传统为动力相反，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将历史与传统视为包袱。
基于传统和国情建设的制度，中国诸多改革往往因不符合西方所谓的“标准”，不仅被西学的武器批
判得体无完肤，更被一些简单的比较割裂得支离破碎。
而这些同样表现在对检察权属性的认知和具体权能的确立上。
以对俄罗斯检察改革现状的比较分析为例，之所以要研究俄罗斯检察权改革的原因、背景、内容、过
程和实施结果，是因为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检察制度就是依照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仿照前苏联检察
制度建立的。
俄罗斯检察制度淡化监督职能的发展趋势，也作为质疑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属性的一个方面。
这种质疑甚至扩大到法律监督职能最初设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而实际上，俄罗斯检察权的改革发展进程，从一定意义上更加说明宪政体制下我国检察机关只能以法
律监督为其本质属性并确立具体权能，而其对我国改革的借鉴意义则主要集中在改革的进度和具体权
力的协调方面。
因为俄罗斯检察机关弱化监督职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三权分立”宪政体制的确立。
在“三权分立”模式下，法律监督权失去了存在的根本，也就是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而我国实行“议行合一”，就我国检察权设置的目的而言，它明显具有分权与制衡性质，无论是有限
职务犯罪侦查权，还是公诉权、抗诉权、刑罚监督权等，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由于与政
府机关彻底分离，体制上已不存在检察权附属行政权的问题，同时又与审判权相分离，使得其从外部
制约行政权、审判权成为可能，进而实现既能有效地保护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又能保障国家法制统
一，监督法律的实施。
所以，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检察权的监督属性不仅不能弱化，反而应当予以加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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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华东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与科研的多位专家学者近五年来在
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后所撰写的有关文章的汇集，其中不少文章早已公开发表于如《法学》、《政治
与法律》、《现代法学》等法学类核心期刊，但在本次结集发表时，作者又做了不少修改，也有多篇
文章是首次公开发表。
这些文章所呈现的主题集中在检察权、律师辩护权、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刑事诉讼的理论与程序及
国际视野下的刑事诉讼等问题。
文章有长有短，所研究的问题有重理论阐述的，也有重实践操作的，但大多是近期刑事诉讼法学界关
注的前沿理论问题和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它们较好地向读者传达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个人学术
见解，繁荣了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领域。
值此华东政法大学复校30周年大庆之际，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将大家的文章以《刑事诉讼法学：问题与
阐述》为名汇集出版，既是献给母校的一份贺礼，也是对大家学术成果的一次巡礼。
尽管还谈不上是鸿篇巨作，但是不乏真知灼见。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个别作者对自己的文章在文字上又作了一些增删。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本书编排体例的要求，对有些文章的题目作了适当的调整。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本以章为编排体例的文集，希望会给你的阅读带来方便。
华东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全体同仁一直秉持老一代学者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问
题与主义结合、概念与案例相融的研究风格，坚持小题大做、见微知著，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理论前
沿问题，写作了一批论著，受到了校外专家学者的肯定。
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理事、我校刑事诉讼法学资深教授胡锡庆先
生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对后辈学子作了充分的肯定，提携与激励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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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问题与阐述》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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