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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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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其使用对象包括但又绝不限于法律硕士研究生。
     本书从最初构思酝酿到交付出版，花费了较长时间。
就出版计划而言，坦白地说，这是一本迟到的书。
之所以迟到，固然有一些客观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慎重。
这种慎重缘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一直认为，教科书实际上代表着一门法律学科的基本理论水
平，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积淀。
近年来，在众多法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
“法学者们几乎普遍开始关注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作出一些独到的分析和解
释；很多学者越来越不满意于充当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诠释者’或‘中国移植者’的传统角色，开
始尝试提出自已的观点，努力作出自己的独特理论贡献；法学研究中的实证分析方法越来越得到中青
年学者的接受，法学论文中论证的成分也有显著的增加⋯⋯”这一切，都显示出，目前的刑事诉讼法
学与整个法学学科一样，正在进行艰难的学术转型。
因此，我们认为，要想撰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教材，就必须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吸收和接纳。
否则，就既无法突破已有的教材编撰思路，也无法反映近年来诉讼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我们也一直在渴盼着一部新刑事诉讼法的降生，并力求在这部教材中对其有所回应（尽
管，我们相信，这部教材绝不会仅仅因为法律的修改就成为一本过时的书）。
但是，我们知道，自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问题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无论是立法
界还是司法界，也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部事关公民生命自由财产安全的基本程序法，都非
常重视。
这几年里，调研、论证做了很多，研讨会开了不少，而且建议稿也出了几部，可时至今日，刑事诉讼
法的修改仍旧没有着落，至今也看不到“出台”的希望。
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将稿件交付出版。
    但我们依然对这部教材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书是按照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法律出版分社各位编辑精心策划的编撰体例进行编写的。
尤其是，这种编撰体例要求，在每一章节中，都要根据其内容选择一些刑事诉讼法的典型案例，通过
对案情的介绍和解析来引发该章节中需要思考的刑诉法问题。
    二是在编写这本教材时，我们既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已有教材的优点，又能够有所创新，还尽力反映
了包括编写者在内的众多学者近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
    三是本书既充分吸纳了各有关部门制定的司法解释等对司法实践起重要规范作用的有关法律文件（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
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
的规定》等），也对刑事诉讼基础理论进行了尽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和关注（尤其表现在该书在体例
编排上增列了包括诉讼价值、诉讼目的、诉讼构造、诉讼行为、诉讼主体等在内的大量法学概念或范
畴，甚至还编入了一些“基本诉讼原则”）。
这种编撰体例和内容安排，既可以帮助法律硕士生们对“书本上”的刑事诉讼法（即该学科的基础知
识和前沿问题）有基本的把握，又可以使他们能够对“实践中”的刑事诉讼法有清晰的了解。
与传统的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相比，这种安排显然要更有助于学生系统地学习、研究刑事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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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适用与例外在英美，对同一犯罪的理解一直存在争议。
如果采取同一罪行标准，则过于宽泛，而同一罪名标准又显得过于狭窄。
193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该原则的适用标准：“当同一行为触犯了两个不同的法律条款，用
于确定是两个犯罪还是一个犯罪的标准是，是否每一条款均要求证明另一条款所不要求的其他事实。
”①在此标准下，一个犯罪与其“低度犯罪”和“高度犯罪”均为同一犯罪。
在该标准的适用上，最高法院又发展出几项例外：(1)被告人的行为。
当对低度犯罪或高度犯罪分开审判是由被告人的要求或对其合并审判的成功异议所引起的，双重危险
条款不禁止后续的起诉。
(2)新证据。
政府起初不能提出较重的犯罪指控是因为尽管做到了应有的勤勉，但是支持指控的另外的必要的事实
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发现。
如在被告人受审之后，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而死亡，控方可就较重罪名对被告人提出指控。
(3)独立主权。
由于双重主权概念，各州以及联邦均享有独立的主权，在犯罪行为同时违反了不同主权下的法律时，
允许各州或联邦分别起诉而不违反双重危险条款。
在欧洲大陆，一事不再理原则被视为法的安定性与法的正义性之间的冲突与权衡。
大陆法系各国对已生效裁判的案件的重审都设立了特殊的程序。
重审分为两种，即因法律问题进行的重审和因事实问题进行的重审，分别处理。
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审查庭的裁定、重罪法庭、轻罪法庭和违警罪的终审判决和裁定，
如果违反法律，可以因检察院或者败诉一方根据不同特点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而撤销。
在德国，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的规定，如生效的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违宪，则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进行再审。
对因事实问题而引起的对案件的重审，各国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在范围上有所不同。
如德国的再审程序既可以为受判决人的利益，也可以为受判决人的不利益而提起。
而在法国，以非常上诉途径向最高法院提起的再审上诉只能是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提出。
对于重审，各国不仅有严格的程序限制，而且程序的提起必须有充足的事实上的理由，这些理由大致
上包括：原审的证据系伪造；原审的证人作伪证或鉴定人作虚假鉴定；足够的新事实或证据。
对于无罪判决的重审，一般为各国所禁止，即使在允许重审的国家，也限定了严格的条件，例如，德
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宣告无罪的人在法庭上、法庭外作了可信的有罪供述才可以提起再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

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丛书主要编写特色：　　1.必修课和选修课教材以“×××原理与案例教程”为书名，理论与案例蜂
蜜结合，在案例中讲原理，在原理中谈实务，以知应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
体例与内容开拓创亲。
正文之外设立了“参考文献”、“参考法规”、“引例”、“问题与思考”、“索引”等栏目，以案
例引出正文叙述，并为学生提供规范的研究路径指引。
2.案例分析教材以“×××案例研习教程”为书名，以典型案例串联学科基本法律制度，通过案例研
讨法律实务。
全书从对整个学科有贯穿作用的综合性案例开始，讲授本学科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激发读者学习本
课程的兴趣。
每章以若干案例讲解基本法律制度，并附若干探讨案例和司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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