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刑事诉讼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外国刑事诉讼法>>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3004

10位ISBN编号：7562033005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卞建林，刘玫　主编

页数：3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刑事诉讼法>>

内容概要

本教材面向法学专业本科学生、诉讼法专业研究生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供其学习、研究外国刑事诉
讼法之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离不开对外国相关制度的研究和借鉴
。
为此，本书选择了当今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八个国家，力求对其刑事诉讼制度作比较系统、客观、全
面的介绍，并特别关注相关国家近年来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情况。
    本书选写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八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
和诉讼程序。
从法律渊源和司法传统来说，英国、美国代表英美法系，以普通法、习惯法为主，加拿大也属于这一
法系，与英国、美国不同，加拿大有成文的刑事法典，而且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合一。
法国、德国则是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
日本传统上秉承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内容，因此其呈现出
典型的混合模式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意大利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后也表现出与日本相同的趋势。
而俄罗斯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又有别于大陆法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对我国
的刑事诉讼制度有深刻影响。
鉴于上述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各具特色，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本书选择这八个国家加以介绍，以
便读者学习、研究和比较。
此外，为了便于读者对外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沿革、现状及发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整
体的印象，我们编写了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述一章，概要介绍了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演变、当代通行
的刑事诉讼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本书两位主编曾分别多次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考察和访问，国外留学、访问的经历使其得以亲身感受
当今世界上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从而对外国刑事诉讼法有一个感性认识。
在此基础上，两位主编结合近年来国内外的有关研究资料和文献，完成此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刑事诉讼法>>

作者简介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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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述第一节 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沿革一、外国古代弹劾式诉讼制度和神示
证据制度弹劾式诉讼盛行于奴隶制时期，是人类司法史上最早的诉讼模式，主要实行于古巴比伦、古
希腊、古罗马以及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国家中。
所谓弹劾式诉讼制度，就是个人享有控告犯罪的绝对权利，国家审判机关不主动追究犯罪，而是以居
中裁判者的身份处理刑事案件。
这种诉讼制度是人类摒弃原始血亲复仇制度后采用的第一种诉讼形态，其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生
产力极端低下的初级生产关系的制约和原始氏族社会解决纠纷的传统方式的影响。
其主要特征是：1．国家没有专门的追诉犯罪的机关，对犯罪的控诉由公民个人承担。
通常，被害人或其代理人作为原告向法院直接提起控诉，只有当原告起诉后，法院才受理并进行审判
。
没有原告，法院不主动追究。
按古罗马时期的表述，即“无原告即无法官”，也就是实行“不告不理”原则。
传唤被告及证人的义务由原告承担。
例如，《萨利克法典》第3条规定：“凡传唤别人到法庭者，应偕同证人，一同到被传唤人家，如本
人不在，应使其妻子或其他家属通知他本人，前赴法庭。
”2．原告和被告的诉讼地位平等，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
案件审理程序通常是由原告提出控诉的理由和证据，再由被告提出反对的理由和证据，然后由法官作
出判断。
例如在古雅典，案件在审判时先宣读原告的控诉书，再宣读被告的反驳书，然后由双方当事人发言和
进行辩论，当事人也可以请懂法律的人为自己辩解，最后由法官作出判决。
3．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在诉讼中处于消极的裁判地位。
法官在接到被害人或其代理人的控诉后，不进行专门的调查，不主动收集证据，只是在开庭审理时听
取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和辩论，以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为依据作出裁判。
弹劾式刑事诉讼制度具有的主要优点，一是明确区分了控诉和审判的职能，有利于防止法官集控诉和
审判权于一身，独断专行，滥用职权。
二是原告和被告诉讼地位平等，双方可以在法庭上进行平等的对抗和辩论，有利于法官听取双方意见
，居中裁断，从而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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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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