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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五章，基本的篇章结构如下：　  第一章刑事搜查制度概述。
主要对刑事搜查的概念、性质、分类、相关概念比较，刑事搜查侵权性与必要性，刑事搜查的演进与
发展趋势等进行研究。
　  第二章刑事搜查的原则与价值内涵。
该章主要对强制侦查的共有原则，即程序法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司法审查原则与令状
原则，以及刑事搜查的特有原则，即时限原则、特定性原则进行研究；详细讨论了刑事搜查的价值内
涵，即刑事搜查之中蕴涵的自由与安全价值、正义与效率价值。
    第三章刑事搜查制度比较研究。
该章分四节展开，即两大法系国家刑事搜查制度比较考察；以搜查对象为视角的比较研究；几种无证
搜查制度的比较研究；刑事搜查的程序性制裁问题。
每一节又分若干个小问题进行研究与比较。
    第四章非法搜查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
该章分两节展开，第一节论述了非法搜查、非法搜查证据及其表现形式；第二节论述了非法搜查证据
之证据能力问题，重点论述了证据能力的概念、两大法系国家关于非法搜查证据之证据能力的立法规
定与司法实践，以及中国非法搜查证据的证据能力的有关问题。
    第五章刑事搜查制度：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该章分“立法分析”、“实务考察”与“改革与完善”三节展开论述。
第一节详细阐述了中国刑事搜查制度立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原因；第二节
详细讨论了中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实务问题；第三节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刑事搜查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必要
性、理论指导、基本思路，并提出了对中国刑事搜查制度立法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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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彬，男，1967年3月出生，河南淮滨县人，2007年6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
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副教授、一级警督；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刑事诉讼法、证据学、宪法与人权保障；曾在《政治与法律》、《郑州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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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搜查制度概述第一节 刑事搜查概说作为国家意义上的刑事搜查是刑事诉讼程序发展到一
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发展与完善都和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以及公民权利保障有关。
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在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上的不同，导致人们对刑事搜查的理解也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即使在相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由于人们对刑事搜查理解的切人点不同，也会存
在不同的看法。
因此，在考察、研究各国刑事搜查制度之前，有必要对刑事搜查的概念、性质、分类等诸多基础性问
题进行梳理，以便对中外刑事搜查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刑事搜查的概念及特点（一）刑事搜查的概念及其界定分析据历史记载，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搜获、搜缉、搜检皆有搜查之意。
例如，清朝《疑狱集》注：“馆客悔谢，乃引思竟于告者之党，搜获其妾。
”清朝《宦游纪略》中说：“武营详请搜缉，竟成大狱。
”《梁书．贺琛传》记载“若家家搜检，其细已甚⋯⋯”《辞海》没有收录“搜查”一词，但有“搜
索”与“搜检”的词条。
“搜索：搜求、搜查”，如“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之善树人。
’虎曰： ‘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
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
”“搜检：搜寻、检查”，如“科举时代，乡试、会试，不许夹带文字，设搜检官搜检”。
《现代汉语词典》有“搜查”的词条，“搜查：搜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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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论刑事搜查》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针对论文评阅和答辩时反馈的专家意见，笔者对论文的结构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修改了一些不太准确
的表述，加强了对专家质疑观点的论证。
但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在体系、观点和内容等方面都难免存在一定的缺憾，敬请同行、专家
们斧正。
在论文成书与出版之际，蓦然回首过去的学习生涯，需要感谢的太多。
感谢我的导师龙宗智教授，是他收下了我这个才智平庸的学生，给了我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修养、朴实无华的为人，都令我受益终生。
在此，向导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感谢崔敏教授、顾培东教授、孙长永教授、唐磊教授、陈永革教授，他们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与
评议，并对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感谢汪建成教授、李建明教授、张智辉研究员、牟
军教授、熊秋红研究员，他们评阅了我的博士论文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感谢师兄张斌、黄维智、雷建昌、金钟、白宗钊、夏良田、章恒筑、陈少林，师弟杨志刚、秦宗文、
李军、袁志、李明、邱福军、张友好、韩旭和师妹阎朝秀等，他们在我学习、论文写作与答辩期间给
予我诸多帮助。
感谢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毛志斌教授，正是他的鼓励才使我最终决定将论文修改出版。
感谢我的妻子卢玲女士，正是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才使我能够完成学业和博士论文的写作、修改出
版。
感谢所有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亲人、朋友、同学和同事。
此外，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还参考了许多资料，包括法学界专家、学者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著作与
心得，同时也得到了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大力
支持，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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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搜查制度研究》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论刑事搜查》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内容包括：刑事搜查制度概述；刑事搜查的原则与价值内涵；刑事搜查制度比较研究；非法搜查证据
之证据能力问题；刑事搜查制度等。
《刑事搜查制度研究》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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