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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教材以最新法律硕士(JM)培养方案为指导，全面系统、定位明确，突出前沿性和针对性，兼顾
系统性和专题性，协调了理论性与实践性，强调了中国现行的立法规定和法律实务，重视从实践中提
炼理论，着重法律原理的思维训练，特别是从&ldquo;学理一实践&rdquo;互动的角度对当前司法实践
和社会生活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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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佑平，1964年生。
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咨
询委员会委员。
1999年获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02年获上海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4年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8年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
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8部，国家教委、司法部统编教材8部，自编教材6部，工具书2部，译著1部。
其中，《刑事诉讼法学(上、下)》获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
在《中国法学》、《法学》、《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等法学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多篇被中田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诉讼法学》、《新华文摘》、《高校
文科学报文摘》转载。
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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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刑事诉讼的基本范畴 第一章 刑事诉讼的起源与本质特性 第一节 法律秩序的建立与维系 第二节
法益冲突的类型与救济 第三节 刑事诉讼的目的与特征 第二章 刑事诉讼的模式与历史演进 第一节 古典
刑事诉讼模式 第二节 现代刑事诉讼模式 第三节 诉讼模式演进之历史趋势 第三章 刑事诉讼的法源及适
用方法 第一节 刑事诉讼法源的概念与范围 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源的位阶及冲突 第三节 刑事诉讼法源的
适用方法 第四章 刑事诉讼法的改良与权威维系 第一节 刑事诉讼法的改良逻辑及其举措 第二节 刑事诉
讼法的改良局限及其弊端 第三节 基层试点改革与法权威的维系第二编 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 第五章 刑
事诉讼的公正与程序优先 第一节 实体与程序：司法公正的双重目标 第二节 法与司法：双重公正目标
之关系辩证 第三节 程序优先理论的价值和功能 第六章 无罪推定 第一节 无罪推定原则的源起与内涵 
第二节 无罪推定原则的本质与例外 第三节 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现状与前景 第七章 刑事诉讼的构造
原则 第一节 控辩平等原则 第二节 控审分离原则 第三节 审判中立原则第三编 刑事诉讼的关键制度 第
八章 刑事强制措施 第一节 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和效用 第二节 国外强制措施的风险防范机制 第三节 
我国强制措施的制度设计局限 第四节 实践问题与我国强制措施的改良 第九章 辩护制度 第一节 域外刑
事辩护制度的历史嬗变 第二节 刑事辩护制度的国际司法准则 第三节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透析 第
四节 如何保证我国刑事辩护权的实现 第十章 证据制度 第一节 证据资格与证据种类 第二节 证据的收
集 第三节 证据规则第四编 刑事诉讼的运行程序 第十一章 立案程序 第一节 立案程序的立法目的与制
度特征 第二节 立案程序的适用困境与学理质疑 第三节 关于立案程序改革的讨论及可能走向 第十二章 
侦查程序 第一节 我国侦查程序的模式定位 第二节 我国侦查程序的实践问题 第三节 我国侦查程序的改
革完善 第十三章 起诉程序 第一节 起诉制度基本理论 第二节 公诉裁量的实践问题及对策 第三节 公诉
变更的实践问题及对策 第四节 辩诉交易的实务试点及评论 第五节 量刑建议的实务试点及评论 第十四
章 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 审判制度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庭审方式改革与控辩审之角色定位 第三节 举证质
证的实践问题及对策 第四节 证人出庭的实践问题及对策 第五节 罪名变更的实践问题及对策 第十五章 
救济程序 第一节 救济程序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构设原理及问题 第三节 第二审程序
的审理方式及其问题 第四节 死刑复核程序的历史沿革及其问题 第五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职权特性及其
问题 第十六章 执行程序 第一节 执行程序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我国刑事执行体制的制度现状 第三节 我
国刑事执行体制的实践问题 第四节 我国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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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程度越来越强，社会的整体规模也越来越大，道德和习
俗等规范体系的局限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在此社会语境下，一般利益冲突以及违法犯罪现象虽不至于导致整个社区的毁灭或崩溃，但却着实扰
乱着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因此，不仅这些社会纠纷应当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微观纠纷也需要有相应的纠
纷解决机制予以应对，而且，时代也呼唤着新型规范体系的形成，以应对道德、习俗等规范体系的运
行失灵问题。
借此，一方面，权威的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有了存在的必要——社会的组织性逐渐增强，公共权力逐渐
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国家”开始步入历史舞台，如拉德布鲁赫所说的，“大量刑事行为不受惩罚这
一事实，促使国家权力恍然省悟到追究犯罪不应仅由受害人参与，国家本身也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其中
”。
与此同时，操控国家权力的官吏逐渐获得社会权威和公共执行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官吏既然
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成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
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
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
另一方面，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逐渐让渡给国家法律。
法律不仅对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也对合法与违法作出了明确区分，还对如何解决纠纷、如何
进行社会治理进行了细致规范。
由于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暴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因此，它具有诸多不同于道德、习
俗等规范体系的特性，使之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治理任务。
其一，普适性。
法律是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是肯定的、明确的和普遍的社会规范。
“法律准则适用于共同生活的、人的共同体的人类。
”“法律准则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是一般的，它对或大或小范围的人和场合总是一视同仁。
虽然法律的专门化可能一如既往地深入发展，但在任何程度上，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规范的一般性都
是法律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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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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