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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宪政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作为参照，对侦查权的基本规律进行研究和思考，是非常好的探索
，因此，王德光在考上武汉大学博士生之初，提出这样的选题，我完全同意。
经过几年的努力，王德光的研究出了不少成果，发表了几篇论文，有的还获得奖项，以此为题的博士
论文顺利通过答辩。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内容，现要交付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综观本书，有以下特点：　　一是本书研究中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实践性强。
这是作者的优势，作者一直从事侦查实践工作，对侦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亲身体验，这样进行理论
研究也就有的放矢，使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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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侦查权原理：侦查前沿问题的理性分析》一书是用宪政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作为参照，对侦
查的基本规律进行探索，对我国侦查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对我国侦查的改革和完善提出建议。
《侦查权原理：侦查前沿问题的理性分析》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宪政的角度对侦查权进行系统研究，
用宪政的理性眼光发现侦查权的规律。
《侦查权原理：侦查前沿问题的理性分析》有助于侦查实践工作者树立科学的侦查观念，知道侦查现
存是什么情况，应该是什么情况；有助于理论工作者了解侦查实践中存在什么问题，哪些问题需要再
研究；有助于在校学生深入把握当前侦查立法、侦查实践和侦查理论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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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德光，男，回族，云南省宣威市人，1969年1月生，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侦查系、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获学十、硕十、博士学位。
曾经在云南省曲靖地区检察分院起诉处、广州市公安局法制处、云南省曲靖市检察院反贪局、云南省
沾益县检察院工作和任职。
原全国检察系统专家型人才培养对象。
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检察员。
主办和组织指挥侦查了数百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多次立功。
学术研究以刑事侦查为主，发表论文40余篇，多篇获奖。
主编、参编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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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的迫切性第二节 我国侦查启动方式分析一、我国关于侦查启动的法律规定二、我国启动侦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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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模式第八章 侦查终结制度第九章 对侦查权的控制结束语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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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非强制调查，因而不具有权力性，嫌疑人除了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和保释权外，并没有实质性
的对抗权利，警察或者其他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处于优势地位，所谓的平等武装，是一种误解。
①在这个意义上讲，英美法系也必然存在侦查权，而且这种侦查权由国家侦查机关行使。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不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侦查权最根本的特征有四条：一是侦查权
是国家公权力；二是侦查权的目的是查明事实真相；三是侦查是依法进行的行为；四是侦查权行使的
主体是侦查机关。
因此，笔者将侦查权定义为：国家赋予侦查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权力。
　　二、侦查权的基本内容　　从上述侦查权定义的多样性也可以看出，侦查权应包括些什么内容，
认识上是有争议的，但普遍认为侦查权的内容是侦查主体查明和证实犯罪、查获犯罪人而依法采取的
专门调查权力和有关强制性措施权力，即侦查权包括专门调查权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
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兴良教授的论述：“我国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一般认为包括以下内容：（1）传唤
权，即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侦查阶段通知犯罪嫌疑人于指定的时间自行到达指定地点或到其住处接受
讯问的权力。
（2）讯问犯罪嫌疑人权，即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和其他有关情况，依照法律程序，
以言词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的权力。
（3）询问证人、被害人权，即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的方式向了解案件真实情况
的人、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进行调查的权力。
（4）勘验、检查权，即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法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或人身等亲临查看
、寻找和检验，以发现和固定犯罪活动所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物品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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