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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原理导读》是受国家检察官学院委托而完成的。
鉴于《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刑事诉讼原理导读》的名称且考虑到国内已有许多以注释刑事诉讼法律
条文为主要内容的教材，《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刑事诉讼原理导读》的重点，在于阐释反映刑事诉
讼规律的理念、原则等理论，评介各国通行的做法，以及已被联合国文件所确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以
期使司法官员对体现刑事诉讼规律的理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提升理论素养。
把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为实现司法公正而努力。
　　什么是刑事诉讼原理，其体系如何建构，研究成果尚为鲜见，因而，《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刑
事诉讼原理导读》是一种尝试，许多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同时，由于《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刑事诉讼原理导读》重心不是注释刑事诉讼法律条文，而是阐释
刑事诉讼原理及司法实务中的相关问题，所以，有些问题没有涉猎。
限于作者研究能力、资料、时间等，书中定有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刑事诉讼原理导读》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整理、修改而成的
。
在原成果中，许多是与他人合作的成果，他们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吴宏耀博士（刑事诉讼
启动程序、讯问犯罪嫌疑人、逮捕、公诉效力）、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陈永生博士（审查公诉等
准备程序）、吴卫军博士（刑事诉讼原理释义、研究方法与意义、诉讼文化）和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
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哲（刑事诉讼原则）；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研究生罗海敏、双玉娥、冷玉、赵
欣对《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刑事诉讼原理导读》引证资料做了大量核对工作。
《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刑事诉讼原理导读》的完成，得益于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在《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刑事诉讼原理导读》的写作过程中，得到高级检察官资格培训教材编
委会的指导，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孙谦教授，北京大学陈兴良、汪建成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徐鹤喃
教授，对写作大纲及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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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刑事诉讼原理的含义与特征第二节 刑事诉讼原理视野中的刑事诉讼法一、刑事诉
讼法的制定与解释二、刑事诉讼法与法治国家三、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第三节 刑事诉讼原理研究的意义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方法一、思辨的方法二、比较的方法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路径第二章 刑事诉
讼目的第一节 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分类一、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二、家庭模式三、实体真实
主义与正当程序主义第二节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一、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不同层次二、我国刑事诉讼的
直接目的三、我国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四、层次目的对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的要求第三节 
关于控制犯罪一、实现刑罚权的准确性二、实现刑罚权的公平性三、实现刑罚权的及时性四、实现刑
罚权的准确性、公平性与及时性的关系第四节 关于保障人权一、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二、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障与被害人保障的平衡第五节 刑事诉讼目的实现
中的利益冲突与权衡一、问题的提出与权衡原则二、外国权衡原则的理论与实务三、我国刑事诉讼中
的利益权衡原则四、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上的利益权衡五、非法证据运用中的利益权衡六、疑难案
件处理中的利益权衡第三章 刑事诉讼构造第一节 刑事诉讼构造与目的的关系一、刑事诉讼构造与功
能二、刑事诉讼构造与目的的一般关系三、在理解构造与目的的关系时应注意的问题第二节 刑事诉讼
构造的理论分类一、刑事诉讼构造的类型归属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功能三、当事人主义与职
权主义的融合趋势第三节 调整诉讼构造的理念与原则一、控审分离二、审判中立三、控辩平等对抗第
四节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一、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理性分析二、我国刑事诉讼纵向构造三、我国刑事诉
讼横向构造⋯⋯第四章 刑事诉讼 原则第五章 审判前程序第六章 审判程序第七章 证据法基本原则与规
则第八章 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原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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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在刑事程序上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或职权主义因素　　这表现在原来强调专门机关职权作
用的国家，采取了一些限制国家司法权滥用和增强辩护方防御权的措施；而对专门机关职权作用重视
不够的国家，则对发挥职权作用以更有效地追诉犯罪给予了关注。
　　譬如，日本刑事程序原属大陆法系，“二战”后，其以美国刑事程序为样本，对刑事诉讼制度进
行了革命性变革。
意大利在“二战”后即开始关注对英美当事人主义的引进，并于1988年颁布了以英美国家诉讼构造为
范本重新设计的新刑诉法典。
在具体程序上，大陆法系国家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的突出表现，是确认了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
依赖权和沉默权，废止或大大弱化职权主义的预审程序以增强审判前程序中的当事人抗辩因素，弱化
或废止卷宗移送主义。
在日本和意大利刑事侦查程序中规定了证据保全程序，被告一方可以请求法官对可能灭失的证据实施
保全措施。
对于缺乏强制力保障和收集证据的专门技术手段的被告一方而言，证据保全程序无疑是其同控诉方相
抗衡的重要保障手段。
在起诉方式上，“二战”后，日本采取严格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起诉时只能向法院提交起诉书，不得移送任何证据及案卷材料，也不得在起诉书中使用或添附任何可
能使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的材料，从而使法官可以以中立的立场面临法庭，使控、辩双方以平等的身
份公平地接受法官的裁判。
石川才显认为，支撑起诉书一本主义的，是排除预断的理念。
他说：“起诉书一本主义的采用，阻断了检察官和法官的心证的连续性以及客观嫌疑的继续，并且使
将检察官的公诉作为有关特定犯罪嫌疑的法律主张来把握成为可能。
此即意味着诉因制度的严格运用和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彻底化。
”①而众所周知，诉因制度是英美程序中特有的制度。
依据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第431条规定，检察官正式起诉时，应当同起诉书一起移送的证据，一
是预审法官在证据保全程序中收集的证据的书面笔录，二是司法警察、检察官或预审法官在那些“不
可重复进行的程序”中所获得的证据。
其他证据，则在法庭审判程序开始后，由控、辩双方各自提出或出示。
这显然是为尽可能排除法官偏见和增强控、辩双方的抗衡所作的变革。
在审判程序中，日本、意大利均采取了英、美国家的交叉询问的方式，并以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为补
充，还采用了英美法中排斥传闻证据的法则，从而保障了被告一方询问证人权利及法庭审理中当事人
双方的对抗性。
在法国和德国，交叉询问的审理方式成为审判阶段当事人可以选择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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