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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警察作证既是一个十分丰富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课题。
本书在反思中国刑事司法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对警察作证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范畴进行了
系弘阐述，如警察作证的含义、性质、价值、理论基础、作证范围以及警察在作证过程中的身分界定
等，另一方面对警察作证制度与证人作证制度之间的关系、程序性裁判中的警察作证、警察作证与刑
事庭审功能的完善、警察作证与刑事司法体制的变革、警察作证与警察制度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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