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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诉法学典存·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立法理由、判决例及解释例》是中国法制史上第
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奠基之作，对之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
制（乃至新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书（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1911年1月24日奏进）是在日本修律顾问冈田朝太郎协助之下
，主要参酌日本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刑事诉讼法》研拟而成。
该草案“酌采各国通例，实足以弥补传统中国旧制之所未备；上奏后，清廷即发交宪政编查馆复核，
惟未及正式颁布，清室已倾，然却为其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所继续援用与发展”[黄源盛：“近代刑事
诉讼的生成与展开”，载《清华法学》（第八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从法典继承角度看，该草案直接构成了1921年3月广州军政府颁布的《刑事诉讼律》、11月北京政府颁
布的《刑事诉讼条例》的基础底本，并透过1928年《刑事诉讼法》影响了随后的刑事诉讼立法。
从“行为中的法”来看，在民国初年，“大理院于判决中，往往将该草案采为‘诉讼法理’，酌加运
用”（黄源盛前引文）。
因此，在史学意义上，本书无疑是一把打开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历程的钥匙。
透过该草案，我们或许可以弄清楚当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从哪里来”、“身在何处”，甚至可能由
此洞见当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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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宏耀，河南省禹州市人。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种松志，河南省项城市人。
法学博士，现任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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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11年刑事诉讼律>>

书籍目录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审判衙门 第一节 事物管辖 第二节 土地管辖 第三节 管辖指定及移转 第四节 审判衙
门职员之回避、拒却及引避 第二章当事人 第一节原告官 第二节 被告人、辩护人及辅佐人 第三章诉讼
行为 第一节被告人之讯问 第二节 被告人之传唤、拘摄及羁押 第三节检证、搜索、扣押及保管 第四节
证言 第五节 鉴定及通译 第六节 急速处分 第七节 文件 第八节送达 第九节 期间 第十节裁判 第二编第一
审 第一章公诉 第一节 通则 第二节侦查处分 第三节 预审处分 第四节 提起公诉 第二章公判 第三编上诉 
第一章通则 第二章控告 第三章上告 第四章抗告 第四编再理 第一章再诉 第二章再审 第三章非常上告 
第五编特别诉讼程序 第一章大理院特别权限之诉讼程序 第二章感化教育及监禁处分程序 第六编裁判
之执行 附录一：沈家本等奏《刑事诉讼律草案》告成装册呈览折 附录二：法部核定民刑诉讼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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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大理院解释例 【解一】统字第一五四九号（参见第二百五十条） 【解二】统字第一五六四
号 1921年7月13日大理院复总检察厅函 径复者：准贵厅函开，据浙江高等检察厅呈称，案据鄞县地方
检察厅检察长金兆銮呈称，查职厅现有法律上疑义数种，经再三研究，仍难一致，理合另纸开列，呈
请钧厅察核，转呈函院解释指令只遵，实为公便等情。
计呈法律疑义单一纸。
据此，除指令外，理合备文钞同法律疑义单，呈请钧厅转院解释示遵等情到厅，相应函送贵院核办见
复，以便转令遵照等因到院。
除第七问另行函复外，分别解答如下： （一）前清《刑律》三父八母服图内之嫡母、继母、养母、嫁
母、出母，固应包含于《刑律》第八十二条第一项第二款所称父母之内，其同居继父从继母嫁之另有
养父关系者，及庶母对于其所生子女亦同，此外则否； （二）《刑律》第三百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三
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刑律补充条例》第三条、第十条，《私盐治罪法》第三条之
类，或专指共同正犯言，或并指其他共犯而言，其关系不必尽同，判罪时应分别情形，并引第二十九
以下各条项。
如已说明其关系，而未将调项揭明者，上诉审可于理由内补正； （三）预审决定，于到庭之被告人得
宣示，于未到庭者应送达： （四）以预审决定误引法条为理由而提起抗告，纵属无谓，究不能禁止抗
告； （五）一罪先发，已审判确定，虽经执行完毕，始发觉余罪，仍应依《刑律》第二十四条，更定
其刑。
但执行更定之刑，应参照本院统字第八六五号解释文； （六）公判推事，应不受预审决定内引律之拘
束。
 以上各端，相应函复贵厅转行遵照可也。
 此复！
 附：鄞县地方检察厅原抄单 （一）前清《刑律》有三父八母名称，有几种可与刑律第八十二条之尊
亲属相当？
 （二）《刑律》总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共同实施犯罪者，皆为正犯，各科其刑，此为罚共犯之
标准，凡判断共犯之案，似应引用该条，以为根据。
若《刑律》分则于犯罪之人数，另有明晰规定者，如三人以上窃盗、强盗、诈欺、取财、略诱之类，
于判罪时，应否引用第二十九条？
若不引用，应若何救济？
 （三）现行通例，预审须宣告决定。
若宣告时，被告一人不到，可否宣告？
若全部不到，可否送达？
 （四）《惩治盗匪法》上之未遂罪，应照《刑律》判决，大理院已有解释。
设使预审决定书，误引用《惩治盗匪法》条文，应否抗告，或俟公判时另行主张？
 （五）一罪已确定判决，余罪后发，应行更定，《刑律》第二十四条定有明文。
设使执行完毕，已经释放以后，始发觉余罪，应否更定？
 （六）公判推事，应否受预审决定时所引用法律条文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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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
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
”盖刑律为体，而刑讼为用，二者相为维系，固不容偏废也。
——沈家本“《刑事诉讼律草案》酌采各国立法通例，实足以弥补传统中国旧制之所未备；上奏后，
清廷即发交宪政编查馆复核，惟未及正式颁布，清室已倾，然却为其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所继续援用
与开展。
”——黄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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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11年刑事诉讼法(草案):立法理由、判决例及解释例》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同时
，也是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奠基之作，对之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制（乃至新中国的刑事诉
讼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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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
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
”盖刑律为体，而刑讼为用，二者相为维系，固不容偏废也。
 ——沈家本 “《刑事诉讼律草案》酌采各国立法通例，实足以弥补传统中国旧制之所未备；上奏后
，清廷即发交宪政编查馆复核，惟未及正式颁布，清室已倾，然却为其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所继续援
用与开展。
” ——黄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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