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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以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依据，重点阐明我国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和基本操作方法，知识更全面，体系更新颖。

本书可供法律院校学生学次使用，也可供法律实务工作者及法学科研工作者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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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静村，我国著名的诉讼法学家。
196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79年起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诉讼法
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
委员、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代法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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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辩护制度逐步在立法中得以确立。
西方各国的法律中均普遍规定，犯罪嫌疑及被告人有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
如英国于1679年颁布的《人身保护法》第19条规定：“关于本律所称犯法行为之控诉，各被告得同具
原案总争点之答辩。
”1695年英国威廉三世以敕令方式规定严重叛国案的被告人可聘请辩护人。
1836年英国威廉四世颁布法律规定：“不论任何案件的预审或审判，被告人都享有辩护权。
”自此，英国对辩护的限制被取消。
美国1791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以强制手段取
得对本人有利的证据，并受辩护人之助”。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则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原则，并系统地设置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
和律师辩护制度。
从此，律师辩护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和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律师辩护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
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被告人辩护权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
我国宪法第125条就明文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同时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的充分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及司法解释
也对辩护权的内容、行使方式及保障措施作了明确的规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辩护制度。
 （三）辩护制度的意义 辩护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鲜明地反映了一国刑
事诉讼制度的民主性和公正性程度，对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诉讼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而言，它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实现控辩平等，促进公平审
判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缺乏辩护制度，控诉方与被告方的地位在实质难以真正实现平等：一方面控诉
方通常为以强大组织为后盾的国家机关，且控诉方的专职法律人员的专业素养一般远超过被告。
而辩护制度则能使被告能够有效地行使辩护权，弥补被告方与被控诉方的实力差距，从而充分实现控
辩平衡的目的。
 2.有助于司法人员客观全面地了解案情，正确处理案件 刑事辩护制度对于发现真实，实现实体正义发
挥着积极作用。
从收集证据的过程看，刑事辩护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以及保障收集证据的真实
性，防止追诉机关过分偏向于对被指控人有罪证据的收集。
从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来看，被告方的辩护则有利于抑止法官的片面性和随意性，使法官能通过
控辩双方提出的材料和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在“兼听则明”的基础上，对案件作出客观公
正的处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第3版)》编辑推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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