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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研究的重大项目——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研究的部
分研究成果。
2002年本课题经教育部审查立项之后，我们成立了两个研究小组。
第一小组由北京大学汪建成教授负责，开展外国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的研究；第二小组由中国人民大
学甄贞教授负责，对我国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进行研究。
　　刑事第一审程序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程序，对这一程序进行研究，无疑对于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完
善，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实现刑事诉讼的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促进我国刑事诉讼
法的修订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分别对我国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适用的原则、审判组织、庭前审查程序、庭审程序、简易程
序、刑事自诉程序、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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