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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丛书”以体现立法原意、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突出司法实务为研究
视角，集新《刑事诉讼法》条文意旨、新设规则、法学理论、实务见解、域外制度之大成，具有作者
权威、内容实用、体系完整等显著特点，对于广大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者和社会公
众学习、研究、适用新《刑事诉讼法》将有所裨益。
《刑事诉讼法新制度讲义》是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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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技侦立法的必要性角度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技侦手段的适用一直处于快速增长、
范围不断扩大的状态，这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的现实国情直接相关。
申言之，从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控制手段转变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由单一社会向多元社会、由固定化社会向流动性社会、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传统社会
控制方式的失灵，对社会与公众控制能力的下降，人与人之间的欺骗更易发生等结果使得秘密侦查作
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成为了适应这种社会转变的产物。
从客观犯罪形势来看，近20年间我国刑事犯罪的发案率持续高攀，不仅暴力犯罪、恶性犯罪等重大犯
罪案件频发，而且犯罪形式上逐步出现了许多新型犯罪类型，其中毒品犯罪、腐败犯罪已经成为威胁
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有组织犯罪开始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抬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
犯罪越来越成为犯罪治理的重点内容。
②对待这些具有隐形特征的特殊犯罪活动，秘密侦查是最为有效，在很多情形下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打
击手段。
 社会控制的转型与打击隐形犯罪的需要凸显出扩大运用技侦手段的必要性，然而目的正当并不等于手
段正当，在考虑将技侦手段合法化的过程中，对于立法的目标仍然应当从法治的高度加以审视并作出
恰当的设定。
从法治最基本的要义来看，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不仅仅是要具备明确、清晰且公开的法律依据，更为重
要的是，立法规定应当符合上位法设定的要求且从法的实质合理性来看，既要包含权力行使的制约监
督机制，又要设置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
从技侦手段上位法的要求来看，《宪法》第四十条明确要求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只有“依照法律规
定的程序”才能对公民的通信自由进行检查与干预。
《宪法》不仅要求“依照法律”，而且还特别强调了“程序”的重要性，而程序不仅仅是授权性的步
骤性规定，程序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对公权力滥用的防止和对公民私权利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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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新制度讲义》系“最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丛书”之一，《刑事诉讼法新制度讲义》
以体现立法原意、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突出司法实务为研究视角，集新《刑事诉讼法》条文意旨、新
设规则、法学理论、实务见解、域外制度之大成，具有作者权威、内容实用、体系完整等显著特点，
对于广大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者和社会公众学习、研究、适用新《刑事诉讼法》将
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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