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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人权研究在我国已经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我国已成立了中国人权法研究会。
人权研究是一个涉猎广泛的领域，它关系着理念的重大转变，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实践中具体矛盾的协
调与解决。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一书，论述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在诉讼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人权保障得当与否，对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基础，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该书从刑事诉讼各参与人主体权利这一主线展开研究，考察分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与
辩护人、鉴定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指出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存
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完善的对策，特别是结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我国相关立法，分析未成
年人这一特殊主体的相关权利保障问题。
作者的观点值得法学理论界借鉴和参考，也足以引起司法实务部门的警示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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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圣斌，男，1967年8月生，湖北省公安县人，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
九三学社成员。
1990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曾先后担任主诉检察官、副主任律师。
BELGRADE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员，国际刑法学协会会员，中国首届建设领域
百名优秀律师，中国劳动争议，网特聘咨询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等期刊的审稿专
家，欧美同学会会员，武汉市直青年联合会常委。
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课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立
法完善》等省部级课题2项，主持九三学社中央的课题研究1项，参与省部级课题若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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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概述  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历史考察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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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权保障之不足    （一）国际社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权保障的方式    
（二）我国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上的不足  三、对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权保障
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将无罪推定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    （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三）几项
重要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    （四）培育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法治环境第三章 刑事被
害人诉讼权利及其法律保障  一、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国际背景及其必要性    （一）刑事被害人
诉讼权利保护的国际背景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二、对刑事被害人概念及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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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四、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缺陷和不足  五、关于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与完善第四
章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及其保障研究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概述  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
权利的理论界定  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现状分析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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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的成因  五、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机制的对策    （一）观念的重构    （二）加强
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理论研究，正确引导未成年人立法的完善  ⋯⋯第五章 刑事诉讼辩护人人权保障
第六章 刑事司法鉴定人权保障第七章 证人权益保障研究附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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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概述　　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历史考察　　当人类结束了无阶
级、无国家、无警察、无诉讼的“美妙”的氏族社会，进入阶级对立、国家统治的政治社会以后，“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私人报复，被国家追诉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纷争被定义为犯罪，犯
罪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追究犯罪成为国家的一项职责。
公众惩罚是罪刑与国家理性的调和，这是国家的权力，既不能转让，也不能放弃，国家放弃自己的义
务不仅仅是一种放任行为，而且是一种罪行。
抽象于公共权力的国家权力的存在，为追究犯罪提供了一种力量上的保证。
美国学者莱斯维尔与凯普兰对权力的作用做了这样的描述：正是惩罚的威胁，使权力有别于一般的影
响，权力是施加影响的一种特殊形态，意即利用威胁或对不遵守既定政策的人采取严厉剥夺的办法来
影响他人对政策的服从。
权力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可以转变为暴力，权力存在意味着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刑事诉讼中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对抗关系，预设了国家权力的指向——被告人。
作为一个人而言，其法律规定性就是权利，正是权利规定了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
因而，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思想发展的主线。
在诉讼中权力是作为手段存在的，不同的目的，决定了权力的运作方式不同。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刑事诉
讼人权保障的发展，以20世纪70、80年代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
、80年代前，这是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人权保障制度的“恢复期”；20世纪70、80年代到现在是第
二个阶段，可以说是人权保障制度的“上升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不仅破坏了国内民众的人权，也践踏了世界人民的人权，激起
了国内和世界人民极大的愤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开始了恢复民主秩序、进行保障人权的法制改革，尤其是那些
曾经实行过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联邦德国在1950年重新公布了1877年的刑事诉讼法典，并于1965年再次修改。
日本战后受美国的影响，于1948年制定了新的刑事诉讼法。
意大利在1947年宪法中，重新确立了刑事诉讼的民主原则，于1955年通过了改革刑事诉讼的法案。
上述国家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无不是恢复和强化其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与此同时，奉行程序正义的英国和美国继续保持着各自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的特色。
相对于英国，美国的改革要多一些，先后制定了《联邦刑事诉讼规则》（1945）、《联邦上诉刑事规
则》（1967）、《联邦证据规则》（1975），进一步强调了人权保障，并使之明确化、系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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