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原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事诉讼法原则>>

13位ISBN编号：9787503637599

10位ISBN编号：7503637595

出版时间：2002-7-1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谢佑平

页数：448

字数：3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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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原则>>

内容概要

本书对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和相关原则作了详细论述。
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刑事诉讼法原则概论，介绍了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概念、特征、体系、功能等；第
二编刑事诉讼法公理性原则，讨论了程序法定、司法审查、审判中立等15个重要原则；第三编分析了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政策性原则，包括配合制约原则与检察监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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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佑平，男，1964年生，湖南宁乡人。
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学院兼职教授。
1988年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1994年被聘为副教授，1998年被聘为教授，1999年被聘为诉讼法专业博士
生导师，发表科研成果累计300余万字。
出版的专著有《刑事诉讼模式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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