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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事诉讼法，解决的是国家确定公民有罪所要遵循的程序问题。
刑事诉讼法涉及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问题，因此一直是宪政、人权保护、法治领域的研究重点
。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是我国一部重要的法律。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仍然出现了很多关于如何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建议，并且存在非
常激烈的讨论。
　　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法学课程，是法学主干课之一。
目前已经存在很多版本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各有特色。
经过十几年的本科教学实践，我认为仍然有必要独立写一本刑事诉讼教材，以便于达到下面几个目的
：第一，能够区分现行法律规定和理论观点，避免读者在学习过程中对二者的混淆，特别是应当准确
、全面地掌握现行有效的法律、司法解释；第二，能够介绍国外主流研究的论题和研究方法，使刑事
诉讼的研究者能够更方便地与国外对话；第三，能够扩大学生的视野，提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指针；
第四，能够介绍学者们关于修改立法的主张及其理由，为读者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
相应地，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专门提供了“本书引用法规列表”和“本书缩略语列表
”。
“本书引用法规列表”列出了本书写作时所根据的全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便于读者亲自去查阅
法规原文。
“本书缩略语列表”列明了经常引用的法规的简称和全称，通过该表读者可以理解本书中各个简称的
含义，例如“《高检规则》”是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二，每一章都分为三个部分：“案例导引”，通过案例提出问题，使读者尝试运用该章的规定
和理论来解决，从而明确该章的重点并引起读者的兴趣；“基本理论”，是对当前通说和法律、司法
解释规定的阐述；“观点探讨”，精选该章中存在的理论争议和立法修改意见，以便于读者了解学术
界的热点问题及各方观点和理由。
　　第三，在全书的结构上，与其他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相比，增加了“刑事诉讼的模式”、“真实查
明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宪法与刑事诉讼”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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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强调外国法与中国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我国现行法为基本内
容，反映截至2010年6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变化；每章前设”案例导引”部分，突出该章的重点和难点
，可以作为预习或案例研习的材料；每章后设”观点探讨”部分，讨论理论上争议的热点问题，思考
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方向，可作为理论研讨的材料；设有“刑事诉讼的模式”、“刑事诉
讼中的人权保护”、“真实查明与刑事诉讼”等理论章节，帮助学生对刑事诉讼制度有更深的理解；
体现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如“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不起诉质量标准”、“主
诉检察官制度”、“社区矫正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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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我国刑事诉讼是犯罪控制模式还是正当程序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是
两个理念上的极端，任何一个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都不可能只取一个极端，实际上任何刑事诉讼制度
都是两个价值的平衡。
利用帕克的理论分析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是偏重于“犯罪控制模式”
。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现：　　1.审理不像“正当程序模式”中那么重要，偏重于审前对事实的查
明。
侦查期限比审判期限还长，而且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非常高，和审理后定罪一样，都要
求“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法庭审判中对证据调查的时间短暂，而且证人很少出庭接受全面的主询问和反询问。
　　2.对警察权力并没有太多的限制。
我国宪法中并没有要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侵犯公民人身、财产、住宅、隐私的措施必须经过
法院的令状许可。
宪法仅仅规定了逮捕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者决定，对于警察的其他强制性方法则没有明确规
定。
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拘留、搜查、扣押等措施只需要警察自己作出决定，而不需要事先
的司法权的许可。
换句话说，在我国，警察权不受司法权的控制。
这样的做法显然有利于查明事实，表明了立法者认为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就是犯罪控
制。
　　3.没有规定沉默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样规定背后的理论显然是“无罪者主张说话的权利，有罪者主张沉默的权利”。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前不会被告知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也不允许讯问时律师在场。
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利于事实查明的。
　　4.没有规定禁止双重危险。
正当程序模式中注重的是“法律上有罪”，因此双重危险可以成为法律上无罪的理由。
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并没有规定禁止双重危险，理论上主张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在我国，对于有罪者被错误判定为无罪的，控方如果日后重新起诉，并没有法律上的阻碍。
这样做也是为了查明事实，并且强调的是事实上的有罪而不是法律上的有罪。
　　5.对实物证据一般采取不排除的态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目前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主要是《高法解释》第61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即着重排除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
对于警察权滥用，通常不是采用排除证据的方法对控方的行为进行制裁，而是通过纪律制裁、要求赔
偿等方式解决。
也就是说，在我国，控方的不当行为并不能影响对事实上有罪的人的刑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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