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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必修课程学习指导丛书》是一套针对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必修课程策划的，以
法学基础知识精解、学习方法、配套习题为主要内容的同步学习指导用书。
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础知识”，从某种角度讲，本丛书可以说是一套简
明法学教材。
    目前，全国接受不同层次法学教育的人数众多，且法学教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
面对各类篇幅大、内容广的法学教材，不少入学习时抓不住重点，考试时摸不着方向，确实下了工夫
，却因不得要领而事倍功半。
编者认为，不管使用何种教材，不管内容篇幅多大，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只要紧紧抓住“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础知识”这个关键内容，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本丛书完全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出发，总结、归纳、整理概念、原理之下的相关
知识点，为在校生期末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司法考试提供知识体系保障。
我们坚信，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原理和知识，就相当于掌握了教科书中最基础、最精华的部分
，面对各种考试，就能应对自如，顺利过关。
本丛书的特色主要包括：    1.名师与你分享学习心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方法和手段对于法学学习至关重要。
中国政法大学名师张晋藩、刘金国、焦洪昌、张树义、刘心稳、李永军、张今、李东方、宋朝武、阮
齐林、刘玫、宣增益、杜新丽、赵威等教授亲自撰文讲述学习方法，帮你获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2.基础知识助你触类旁通。
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本丛书理论知识部分包括基础知识图解、重点知识讲解两部分。
    基础知识图解以图表的形式归纳、总结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条理清晰、框架鲜明，真正做到用最
简洁的语言表达最完整的内容，解决学习过程中总结笔记的烦恼。
　　重点知识讲解针对图表中重要知识点进行深入解析，内容全面、考点突出，体现与基础知识图解
的内在关联性，抓住中心，宁静宁专，避免舍本逐末。
　　3.配套习题帮你举一反三。
题在精不在多，因此，无论是针对期末考试的习题，还是考研、司考真是，本丛书旨在“一题一提示
，一题一解析，题题设考点，题题高质量”。
无论是基础记忆题，还是引申案例题，都将帮你举一反三，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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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刑事诉讼的基本原是重点知识讲解一、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相对于外在价值的意义1.通过合法
、正当的刑事诉讼程序所作出的裁判结果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2.刑事诉讼程序确保法院的实体裁判结果具备客观的事实基础。
3.刑事诉讼程序确保刑事实体法从抽象走向现实，使实体法所包含的各项价值目标得到具体的实现。
4.刑事诉讼程序确保实体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得到适当的选择。
5.公正、合理的刑事诉讼程序较之不公正、不合理的程序而言，具有更高的产生好的裁判结果的能力
。
二、内在价值的评判标准1.利益相关人能够有效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
2.程序的理性原则，裁判的基础是审判过程。
3.裁判者的中立地位，是规则的维护者。
4.刑事诉讼的及时性原则和终局性原则。
三、提出内在价值的必要性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
，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
一项刑事诉讼程序相对于另一项刑事诉讼程序而言，即使在恢复案件事实真相方面并没有任何劣势，
但如果它使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受到贬损，使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那么人
们也会因此对该程序本身作出“不公正”、“不合理”等道德评价。
那种仅仅把刑事诉讼活动视同认识活动，仅仅承认刑事诉讼程序工具性意义的观点，事实上并不完全
否认刑事诉讼活动是一种价值选择和实现过程，只不过它仅仅承认程序的工具性价值而完全忽略了程
序的独立内在价值及程序独立的伦理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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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基础求贯通，基本概念与原理助你触类旁通，以经验求成功，名师赵威教授与你分享学习心得，以
习题求巩固，期末考试、考研、司考真是帮你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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