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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诉讼法学与证据法学的研究，在保持活跃、升温、开放的理论研究与诉讼
实务相结合的基础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拐点——一个迫切需要寻找并确立主体自治性的转折时期，
一个需要确立新坐标或可以确立新坐标的时期。
这一判断的潜台词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走过的轨迹相适
应，我国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通过自我扬弃寻找参照系的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在侧重英美法系成熟制度、经验的借鉴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之间，曲折前行
、审慎取舍乃至不免尴尬的未定型的过程。
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正悄然发生剧变，一个越来越自信和自主的中国
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与之相应，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和制度性建构的背景性因素也大大改变。
　　中国法学的“主体自治性”命题，不再是一种理想化或简单自尊型的诉求。
中国经济进人新世纪以来的飞速发展，使中国具备了与其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成长性最好的经济体地
位相适应的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力量。
主动参与、影响乃至制定世界规则，将是中国的必然作为。
中国因素已渗入反恐、反腐、维和、能源、生态、通信、人权、卫生、知识产权等领域，乃至足以影
响世界整体的秩序图景。
这种因素，不仅仅体现在话语权层面上，而且还体现在参与规则的制定甚或制定以中国本土为适用主
体的规则（如通信、生态、人权、知识产权方面）上，都将可能成为国际视阈的一个结构性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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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追诉人取证权问题是辩护权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的课题。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被追诉人取证权的著作。
    本书以被追诉人的自行取证权和申请取证权为核心，针对实践中辩方“调查取证难”问题，运用多
种研究方法诊断出我国现阶段被追诉人取证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问题发生的原因，论述了我国
被追诉人取证权的实现方式、取证权的整体配置和在不同诉讼阶段的配置以及四种特殊证据材料的取
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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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被追诉人取证权概述　　第一节　被追诉人取证权概念的确立　　被追诉人是指那些因
涉嫌犯罪而受到国家刑事追究的人，包括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审判阶段的被告人。
虽然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追诉的地位，但他们并非诉讼客体，而是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权
利的诉讼主体。
长期以来，我国对被追诉人辩护权重视和保障程度不够，对被追诉人的取证权问题更是缺乏认识，不
仅立法上少有规定且保障不足，而且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被追诉人取证权概念还比较陌生。
概念的提出是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基于此，有必要以被追诉人取证权概念为切入，分析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难以诞生出被追诉人取证权
这一概念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被追诉人取证权问题。
　　一、被追诉人取证权概念缺失的原因　　概念作为一种观念是对一定社会现象的反映、归纳和提
炼，一种事物或一类现象只有具有普遍性、反复性和典型性才具有一般意义，也才容易被人们归纳上
升为某一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被追诉人调查取证作为一种诉讼法律现象在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具有普遍性和
典型性，因此这种行为的价值属性才不被人们所认识，自然难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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