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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法律和法治实现正义、维护秩序、保障自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也是我国迄今能够选择的最佳治国方略。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事业中，刑事法治建设是重要的领域之一。
刑事法治建设所具有的这种地位，是由刑事法所保护法益之广泛性与重要性、所采用的违法制裁手段
之严厉性和所剥夺权利之至关重要所共同构筑而成的。
“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
”相对于民事法而言，刑事法无疑更有力地诠释了这一法律格言。
当看到刑事司法实践中，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从死亡的恐惧、绝望和痛苦中重获新生，或者就此走上
生命的终点，恐怕没有任何其他部门法学者敢说他所研究的法律较之刑事法所保护的权益或者剥夺的
权利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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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审判公开具体包含以下含义： 1.审判公开首先意味着对当事人公开。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在当事人的参与下进行。
为此，《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
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10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
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
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送达。
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3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2.审判公开更意味着向社会公开，即允许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体采访和报道。
是否向社会公开，是审判是否公开的关键性标志。
从诉讼法史上看，允许公民旁听是法庭审判从秘密走向公开的重要标志。
而在现代社会，公众旁听、新闻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则是制约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重要手段。
因此，为了保障公众旁听的权利，对于公开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3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
、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3.审判公开包括法庭审理活动的公开与法庭宣判活动的公开。
具体而言，除了法庭评议秘密进行外，法庭审理和宣判的全过程都应当公开。
 4.审判公开不仅指第一审程序，也包括第二审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3条的规定，二审法庭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开庭公开审理。
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或提审）的案件，也应当公开审理。
至于死刑复核程序，法律规定属于书面复核性质，不公开审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的规定，审判公开的例外仅限于以下案件： 一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
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刑事诉讼法》第l8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
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二是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三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274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
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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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第3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推荐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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