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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第4版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由陈光中主编，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
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的一项成果，是面向2l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法学学科“九五”规划教材，同时也是高等学校法学
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后又申报批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
本教材的基本内容有：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历史发展、任务、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专门机关、诉讼
参与人、证据制度、强制措施、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特别程序以及司法协助制度、刑事
赔偿制度和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等内容。
本教材主要有如下特点：(1)以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为根据，系统地叙述了我国的刑事诉讼
制度；(2)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阐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又密切联系司法实践；(3)立足中
国刑事诉讼法制，借鉴外国立法、司法实践经验，并注意与联合国公约中的刑事司法准则相协调；(4)
篇幅适度，文字深入浅出。

《刑事诉讼法(第4版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也
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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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法学部召集人之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法学评议组副组长。
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主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主
编）、《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陈光中等著）、《陈光中法学文选》（三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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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人民法院可以简称为公安司法机关。
2.刑事诉讼是公安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国家刑罚权就是国家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加以刑
事处罚的权力。
刑事诉讼的具体内容就是依法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已经发生，谁实施了犯罪及其有关情节并正确适用法
律加以惩罚，也就是如何追诉犯罪，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3.刑事诉讼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活动刑事诉讼不但其结果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命、人身
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予夺，而且诉讼过程也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密切相关。
因此公安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活动，应当由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严格加以规范和制约，以防止其滥
用权力，侵犯人权。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也只有严格遵循程序的要求进行诉讼活动，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
，更好地发挥自己在诉讼中的作用，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刑事诉讼的严格程序化，体现正当程序的要求，这是诉讼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
4.刑事诉讼是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的活动由于刑事诉讼的中心内容是解决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任何刑事诉讼都必须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
为了在诉讼中证明案件事实或者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需要有被害人，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证人，鉴定人等参加诉讼。
是否有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以及他们参加的深度、广度和透明度，是衡量诉讼民主、公正
的重要标志。
二、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诉讼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向前运动、逐步发展的过程。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行为，可以划分为若于相对独立的单元，
称为刑事诉讼阶段。
刑事诉讼阶段的特点是每一个诉讼阶段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有其自身的直接任务和形式。
某一诉讼过程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主要看它是否具有自己的直接任务、参加诉讼的机关和
个人的独特构成、进行诉讼行为的特殊方式、诉讼法律关系的特性以及与其他诉讼过程不同的总结性
文件，这是此诉讼阶段与彼诉讼阶段的主要区别。
具体地说，划分刑事诉讼阶段的标准是：（1）一定诉讼过程的直接任务。
例如，侦查程序的直接任务主要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或控制犯罪嫌疑人。
而起诉程序的直接任务，就公诉案件来说，是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从认定事实到
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和不起诉的决定。
（2）参加诉讼的机关和个人的构成。
例如侦查活动中参加诉讼的机关主要是侦查机关或部门，这与审判阶段主要是由法院主持有着明显的
区别。
（3）进行诉讼行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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