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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9年以来，我国相继颁行了两部刑事诉讼法典，对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权力行使和权利的保障机
制等作出明确曲规定。
然而，基于立法语言简约性、概括性的局限，法律难以全面表达程序实施中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要求
。
法典颁行。
基于程序保障的需要，国家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以及其他依法行使一定刑事诉讼职权的机关分别
就法典在本机关的行使、遵行以及法典用语含义等问题，以规则、规定、解释、批复等形式对法典条
文进行了明晰、重述和具体化。
1996年刑事诉讼法典施行以来，不同解释权主体相继颁行了100余件解释性文件。
而且，1996年法典施行前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执行机关发布的数百件各种形式的司法
解释中仍有100余件为各级司法机关所遵行。
这些解释以数十倍于法典本身条文的数量，对法典的适用进行了解释。
法律解释在起到释明法律之作用的同时，也淹没了法典，消蚀了法典所应有的核心地位，使得法律常
有被束之高阁之感。
浩繁的解释给法律的研习者、直接适用者乃至普通公民学习法律，带来了检索、适用上的诸多困难。
同时，也对法典及其解释按照一定的科学体系和标准加以系统整理提出了内在的要求。
    目前，国内对法典及其解释的整理大体上可被归纳为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整体列举
；二是以法典为中心的分散列举。
两者在法典编纂中各具优势，整体列举保留了法律文本、解释文本各自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使用者
提供了文本的全貌，从而易于把握文本的内在逻辑，但其缺陷也相当明显，因解释的散在性、解释内
容与法律规定的分离性，使用者不得不时时游历于不同效力层级的文本之间，去寻找不同文本的差异
和具体化的内容。
在出现多主体解释的情况时，问题将更加突出，给刑事诉讼法的研习者、适用者带来巨大的困难。
以法典条文为中心的分散列举，则克服了解释与法条的散在性和分离性缺陷，虽在外在形式上分割了
相关解释的内容，但不同解释主体关于相同问题的解释被统辖于法典文本之下，便于发现不同解释主
体对于同一问题解释的内容，易于把握法典文本的抽象原则与解释规范之间的具体运作关系，在多主
体解释的情况下，便于及时把握不同解释主体的解释内容，以从不同诉讼环节确保权利行使的有效性
，从而有效解决了解释的动态性和法典文本的稳定性的关系。
    本书在体例上采用了以法典为中心分散列举的模式，形成了以法典为主干，以相关解释为文内注的
编辑体系，其优势表现为：一是彰显法典之核心地位。
从规范的性质分析，法典具有源生性而解释具有派生性，通过这一编辑体例突出了法典的核心地位。
二是由散在而统一。
不同解释主体就同一问题所做出的解释，被以法典文本为顺序集中于具体条文之下，不同诉讼环节的
权利行使及其内容清晰、明确，实现了不同解释在同一规范下的统一。
三是由静态之法而为动态之法。
法典文本体现了静态之法的全貌，而围绕法典所进行的解释则使法典呈现一定动态性。
    本书收录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颁行以来，特别是1996年法典颁行以来有关法典适用问题的所有主
要的有效解释，在解释主体的范围上，超出通常意义上司法解释主体的范围，涵括了所有依法履行一
定刑事诉讼职权的主体所颁行的解释和规定的内容。
在具体编排顺序上，采取了按照效力层级、解释的全面性和时间顺序性的编排原则，高效力层级、具
有全面适用性的解释被置于低效力层级、对具体性问题的解释之首，体现了由适用的广泛性到具体性
的要求。
在具体编排方法上，在法条前精确归纳了该条主旨，便于刑事诉讼法的研习者、适用者全面领会刑事
诉讼法典的内容。
对被较长法律解释文段隔断的法典条文，采用了旁注的方式指示下一法条所在页码，利于读者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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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刑事司法实务工作者乃至广大公民快速查阅、综合理解和正确运用刑事诉讼法规范提供了便
捷的途径，也为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与科研人员和刑事诉讼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分析、研
究、比较中国刑事诉讼法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立法和司法资料。
对于众多学习法律的本科生和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学生来说，本书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期望通过编者的辛勤努力和创造性劳动，在保持法典文本完整性，树立法典之权威和核心地位的同时
，为法律的研习者、适用者省却检索之苦和时间耗费。
    本书得与读者见面，承蒙法律出版社曾健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本书是对2007年3月9日以前我国所有有效刑事诉讼法解释以法典文本为线索的一次总梳理，伴随我
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本书将不断以修订版的形式及时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新，以为读者提供
最新、最全面的信息，实现法典适用动态性的要求。
对于本书在编辑体例、编辑模式上的不足，以及其他编辑中的疏漏之处，敬请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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