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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刑事诉讼法释评》摒弃有论者对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采取的过分悲观或者过分狂热的态度
，而是以客观、中立、理性的立场，针对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现实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可能
发生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规律，着眼新法的正确理解、新制度的有效实施、新程序的科
学运行和未来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的制定乃至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解释法律、评论法律、建设法
律。
所以，中立性、学术性、实用性是《最新刑事诉讼法释评》的基本特征。
本书亦不是&ldquo;拆迁队&rdquo;式的只破坏不建设。
新刑事诉讼法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仍应当理性解读，不宜恶语中伤，用某一个条文或者制度
的不足来否定刑事诉讼法的整体修订。
因为，这无异于&ldquo;向井里吐痰&rdquo;，&ldquo;也许你还会来喝井里的水&rdquo;。
本书以最新法律条文为主线，结合1979年刑事诉讼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在
对新法条如何适用予以全面而系统地诠释基础之上，理性地评价立法变动的进步与缺失，并提出建设
性意见和可资借鉴的法律条文，以供制定司法解释或者未来立法变动作参考。
　　《最新刑事诉讼法释评》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编写了包括1979年刑事诉讼法、1996年刑事诉
讼法、2012年刑事诉讼法和本课题组为下一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所提出的建议稿的全部条文变化前后
对比表，为学习者、研究者查阅和理解法律条文提供了便利，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刑事诉讼法先后
三次的立法变动情况和发展进步轨迹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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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冀祥德，汉族，山东青州市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
先后从事过警察、教师、律师职业。
曾获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辩护律师等称号。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行为法学会律师执业行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挂职），复旦大
学、广西大学等院校兼职研究员、教授。
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所长助理、研究员，法学系常务副主任、教授。
主要学术著作有《控辩平等论》、《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建立中国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研
究》、《司法制度新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中国法学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婚内
强奸问题研究》等,另主编、合著、参编著作、教材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及法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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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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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增理由】新法第148条仅仅规定了技术侦查成为法定的侦查方式，并未规定技术侦查的程序。
技术侦查是侦查犯罪的有力手段，但极易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通过法律对其程序作出明确
的规定。
本条即是对采取技术侦查的作出及其有效期的规定。
以监听为例：在美国，法官批准申请监听的实质要件之一就是有具体实施的程序、期限和法律效力，
即都明确规定了实施的期限、如何使用此类手段。
此外，在一些法治国家中，电子监控及秘密拍照或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均需充分考虑其必要
性和适度性。
新法规定&ldquo;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rdquo;，即是出于比例原则的考虑。
技术侦查仅限于侦查犯罪，不得侵犯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
此条规定是为了规范批准机关正确行使权力。
为了保障被侦查人员的人权，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
　　【完善建议】&ldquo;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rdquo;，在理解和适用上主观性过强，存在被滥用的
风险。
而且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ldquo;立即&rdquo;解除。
批准决定有效期为3个月，且延长期限&ldquo;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rdquo;，对于特定公民长达三个月
的监听、监视等手段的施加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的隐患。
&ldquo;立即&rdquo;较&ldquo;及时&rdquo;更能体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意义。
&ldquo;立即&rdquo;是当存在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情况时，不延误的解除对犯罪嫌疑人的
监听等秘密侦查。
将&ldquo;根据犯罪侦查的需要&rdquo;修改为&ldquo;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rdquo;，将&ldquo;及
时&rdquo;改为&ldquo;立即&rdquo;。
　　综观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技术侦查手段期限的规定，以监听为例，《美国法典》第2518条规
定的监听期限以及延长后期限是30日；《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第3款规定的期限为15日；而
日本的规定更为严格，在《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中规定的期限为10日，且累计期间不得
超过30日。
我们认为，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技术侦查期限有待进一步考察，既要考虑到侦查的实际需要
，又要考虑所采取的手段在侦查程序中具体的运用效果，更应当考虑对公民人身自由、通讯自由、个
人隐私、通讯秘密的保护。
建议将技术侦查批准决定的有效期规定为2个月，确有必要需要延长的，延长期限不超过2个月，且增
加延长次数的限制，以两次为限，从而避免对特定公民长期、待续地施加侦查特权，造成侵犯公民人
权现象的发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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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冀祥德编著的《最新刑事诉讼法释评》不似部分学者对新法修订采取的过分悲观或过分狂热的态度，
而是以客观中立的立场，从理解法律、注释法律、完善法律出发，针对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现
实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可能发生的问题，借鉴目前国内外法学研究的成果，放眼未来司法解释的制
定乃至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为新法的正确实施、新程序的有效运转、新制度的重新构建提供更加有
力的理论、法律和学术支撑，使我们共同“饮用”的刑事诉讼法之水能够源源不断的供给“后来人”
。
所以，中立性、学术性、实用性、工具性是本书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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