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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题是侦查学基础理论，这是一个关涉我国侦查学科型塑的重大课题。
“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
”“理论，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
”所谓基础理论就是指作为基础的理论。
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二者含义基本相同，基础理论是作为基础的理论，理论基础是由理论构成的基础
；前者强调的是理论，后者强调的是基础。
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就是在学科理论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对侦查学科基础理论涵盖的所有问题，不应当仅作为一种指称事物的概念来理解，而应当作为侦查学
科的基本范畴来把握；因为，范畴具有“孕育理论”的功能。
对侦查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旨在为“学科”走向“科学化”奠基；“奠基”之后围绕侦查学科中的
一系列范畴，将侦查学科逐渐构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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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侦查的内在价值侦查的内在价值（过程）是指人们据以评价侦查是否具有善的品格的标准，即
侦查程序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其本身所蕴涵的道德品质。
侦查程序不论其是否具备好的结果的能力，只要其本身具备了一定独立的价值标准，则可以认定其已
具备了一种内在的善。
侦查的这些价值标准通过具体的价值目标体现。
1.平等价值侦查的平等价值在于控辩双方在侦查程序中，应当“平等武装”①地对抗体现平等价值。
在法律的体系之内，个人与国家具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现代控辩式诉讼模式的构造特征之一，便
是赋予犯罪嫌疑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体现其诉讼的主体地位。
侦查程序无异于一场控辩双方的攻防竞技，只有控辩双方拥有均等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才有平等参与
诉讼并最终赢得胜诉的机会和能力。
因此，侦查程序要真正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首先需要在立法层面赋予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在
攻防中以“平等武装”的方式进行对抗。
平等武装并不仅仅满足于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要寻求一种实质上的平等。
由此可见，侦查程序控辩平等的真正实现既有赖于制度上的重新建构，更有赖于侦查机关和人员在观
念上的全面更新。
要确保侦查程序中的平等价值的实现就必须使侦查人员意识到：公民个人的利益并非绝对必须服从国
家和社会的利益，公民个人的利益也有独立于公共利益存在的地位和价值。
在侦查程序中，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财产、隐私等合法权利，公民个人有权与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
展开理性的抗争。
要实现我国侦查程序中控辩力量的大体平衡和对等，必须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第一，赋予犯罪嫌
疑人不自我归罪的权利。
赋予犯罪嫌疑人此项权利实际上是承认被追诉人，有权为保护个人利益而与国家展开理性的抗争，承
认被追诉人的个人利益有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内在价值；而否认此项权利实际上是承认侦查机关
有权对被追诉方进行支配和控制，承认为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个人利益必须作出无偿牺牲。
在这种控辩双方抗争状态下无平等可言，只是控辩之间权力与权利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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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侦查学基础理论》一书付梓出版之际，首先本书写作中引用诸多学者的专著和论文，吸收有关专
家的成果和资料，对各位专家和学者所提供的坚实基础和理论铺垫，在此予以说明谨表致谢；对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给予出版本书的大力支持和张克敏编审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努力，以及对编辑工作的一
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致以深深的谢意。
同时感谢甘肃政法学院领导对科研工作的重视，感谢学院科研处对出版本书所给予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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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侦查学基础理论》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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