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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学》系北京帅范大学组织编撰的“研究生基础教材”之一，本教材入选2009年北京市精
品教材建设立项项目。
　　本教材编写力图体现以下特点：第一，基础理论性。
不仅注释刑事诉讼法律，而且注意阐释其诉讼理论，明确界定基本概念定义，明晰概括基本要点，观
点论证具有普适性，且有一定理论深度。
第二，现实针对性。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体现研究性学习的特点。
第三，新颖性与准确性。
关注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最新变化，并力求阐释准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理论基本范畴　一、刑事诉讼价值　二、刑事诉讼目的　三、刑事诉讼结构　四、刑
事诉讼职能　五、刑事诉讼主体　六、刑事诉讼客体　七、刑事诉讼行为第二章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概述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　三、我国刑事诉讼应予增加的基
本原则第三章 管辖　一、管辖概述　二、职能管辖　三、审判管辖　四、管辖权异议第四章 回避　
一、回避的概念和类型　二、回避适用的人员范围　三、回避的理由　四、回避的程序第五章 辩护与
代理　一、辩护制度概述　二、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三、辩护的种类　四、辩护人的概念和范围　
五、辩护人的职责与诉讼地位　六、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七、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
及诉讼权利　八、刑事代理第六章 刑事证据　一、刑事证据的概念、种类和分类　二、刑事证明的概
念、主体和对象　三、刑事证据法的立法模式与基本原则　四、刑事证明责任　五、刑事证明标准　
六、刑事证据规则　七、刑事证明环节第七章 强制措施　一、强制措施概述　二、拘传　三、取保候
审　四、监视居住　五、拘留　六、逮捕第八章 附带民事诉讼　一、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概述　二、附
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存废与改革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四、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五、附
带民事诉讼的程序　六、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第九章 立案与侦查　一、立案概述　二、立案的条件和
程序　三、立案监督　四、侦查概述　五、侦查的原则　六、侦查行为　七、侦查终结　八、侦查羁
押期限　九、补充侦查　十、侦查监督第十章 起诉　一、起诉的概念和种类　二、起诉法定主义与起
诉便宜主义　三、审查起诉　四、提起公诉的条件　五、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　六、公诉变更　七
、公诉案件移送方式　八、提起自诉第十一章 第一审程序　一、第一审程序概述　二、公诉案件的第
一审程序　三、“被告人认罪”案件普通程序的简化　四、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五、简易程序　
六、判决、裁定和决定第十二章 上诉程序　一、刑事上诉程序概述　二、刑事上诉程序之启动　三、
刑事上诉程序之审判　四、上诉不加刑原则　第十三章 死刑复核程序　一、死刑复核程序概述　二、
死刑核准权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四、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　五、死刑复核程序的复核组织及
程序　六、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　七、死刑复核程序的裁判方式第十四章 审判监督程序　一、审判监
督程序概述　二、审判监督程序之启动　三、审判监督程序之审判第十五章 执行　一、执行概述　二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三、执行的变更及其他处理　四、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第十六章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司法协助　一、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司法协助概述　二、涉外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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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秩序价值目标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是通过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即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
以及预防社会秩序被犯罪所破坏；其二是追究犯罪的活动必须是有序的，不得因此而导致无序状态，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除薪旧社会制度更替的情况外，社会的混乱与无序状态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其
他社会成员都是不利的，尤其是在长期动乱之后，社会及其绝大多数成员总是向往着秩序。
而排除犯罪行为对社会及个人的侵害，又是实现秩序的基本条件。
因此，消除犯罪引起的社会混乱，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并使社会在有序中发展，便成为国家及一般社会
成员所追求的刑事程序的基本价值。
对刑事程序秩序价值目标的追求，意味着对抑制犯罪行为、保持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的期望，因为没有
和平与稳定，就无从谈保持秩序。
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还表现为对社会及其成员安全的追求。
这不仅需要控制社会暴力冲突，还需要防止政府及其官员滥用权力而使社会成员没有安全保障。
所以，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是有序的，必须受到刑事程序的规范。
在实现秩序方面，刑事诉讼由控诉、辩护、裁判构成的基本结构，决定了它与其他方式相比，更有利
于充分展露事实，明确案件真相和正确确定刑事责任；构成刑事诉讼三方的活动被法律规范的程序所
约束，且彼此相互牵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刑事司法权行使本身所导致的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
秩序的破坏；刑事诉讼通过适用体现特定社会价值观的刑事法律，可以惩罚并抑制犯罪，解脱无辜，
排除冲突，弘扬国家所倡导的行为标准乃至伦理道德观，从而为社会的长久秩序提供了条件。
社会发展史表明，刑事诉讼在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秩序方面的作用，是无国家介人的私人或群体复仇所
无法比拟的。
因为后者只能带来社会秩序的更大破坏；当诉讼划分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以后，在由国家权力主动
开始和推动诉讼进行方面，也唯有刑事诉讼体现得最为充分。
公正价值目标居于核心地位。
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实体公正既包括通过惩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也包括对犯罪惩罚本身的公正性；程序公正是指程序本
身符合特定的公正标准，如近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所主张的：裁判者中立，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权
利的充分保障，在法律关系上最大程度实现权利、义务的平等及在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机会对等，有关
措施的适用应当适度等。
日本学者将前者称为通过刑事司法实现的公正，将后者称为刑事司法本身的公正。
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不仅要求刑事诉讼能够实现秩序，而且还要求刑事诉讼的过程和结果符合其
公平、正义的标准。
经验表明，刑事程序及其结果唯有符合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的公正标准，从而体现出特定时代的
公正性，才能使刑事诉讼活动及其结果为社会所接受和支持，并避免因解决冲突的手段及结果的不公
正而导致更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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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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