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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修正案》是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1979年制定后的第二个修正案，距离1996年通过的第一个修正案已
有16年之久。
刑事诉讼法修改曾列入上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并曾于2004年启动，但由于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议而
搁置。
本次修改启动于2010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多次组织司法实务部门、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并征求
公检法司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修正案草案（一读稿），并于2011年8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第一次审议。
之后，全国人大官方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全社会征
求意见。
草案公布后，社会反应强烈，在为期一个月的征求意见过程中，共收到近八万条修改意见。
在参考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读稿）于2011年12月提交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会议决定将已经过两次审议的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一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此后，修正案草案条文又进行了30余处的修改，于2012年3月8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充分体现了其关涉公民基本权利和与实体法不同的程序法特点。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中关系公民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条款的增修，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而这
种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立法机关在这些条文的修改方面也相当谨慎，条文内容及具体表述多次修改。
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规范的是前后相继的诉讼程序，涉及到各办案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
与人的互动关系，其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修改难度大，涉及条文多，需要前后协调。
因此，很多条文在整个修改过程中多次调整甚至反复，有些条文虽然没有修改实质内容，但也需要根
据其他条文的修改而调整其表述。
　　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相比，本次修改的价值倾向基本保持一致，即在强调正当程序和保障人
权的同时注重对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
在很多具体制度设计上是对上一次修改的延续，例如进一步强化辩护作用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发
挥，继续完善证据制度，强调庭审实质性等。
同时，针对上一次修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并对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
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例如监视居住定位的调整、适用范围、条件与具体方式的修改，公诉案件案卷
移送方式的修改，证人保护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审理期限的延长和确立
四种特别程序等。
此外，本次修改还吸收了1996年修改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较为成熟的内容，也对各地司法实践中
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创新机制予以吸纳，例如，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等。
　　本书以条文先后为序，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290个条文进行了全面解读，重点分析修改和
新增条文。
条文下设&ldquo;条文主旨&rdquo;、&ldquo;条文对比&rdquo;、&ldquo;条文解读&rdquo;、&ldquo;立法
理由&rdquo;和&ldquo;实务指导&rdquo;五个部分。
&ldquo;条文主旨&rdquo;是对条文内容的一句话概括。
&ldquo;条文对比&rdquo;通过归纳、比较新旧条文之间的差异，指出本次修法的变化。
对于吸收、修改或完善已有司法解释而形成的条文，也将新条文与已有司法解释进行比较，以体现法
律规范发展的脉络。
&ldquo;条文解读&rdquo;是对新条文内容的逐款、逐点解释，展现法条规定的内涵、外延及与其他条
文、制度之间的关系。
对于内容经过实质修改的条文，重点解读法条内容上与原条文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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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着力解释本次修改所新确立的概念、名称、程序和制度。
&ldquo;立法理由&rdquo;对修改或新增条文的原因和背景进行系统阐述，包括修改或新增条文蕴含的
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各地探索创新机制所取得的经验、已有司法解释的相
关规定、域外类似立法例、联合国有关公约或文件的规定，修改或新增条文将发挥的积极作用等。
&ldquo;实务指导&rdquo;在条文解读和立法理由的基础上，指出新法适用后实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同时，为保证本书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对于本次未作修改或仅调整个别字词的条文，大部分仅
设&ldquo;条文主旨&rdquo;和&ldquo;条文解读&rdquo;两个部分。
　　本书具有以下三方面特色：（1）全面性。
对新《刑事诉讼法》全部条文进行解读，在重点关注修改和新增条文的同时，也注意到修改或新增条
文对于未修改条文适用的影响。
（2）关联性。
全面展现了本次修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尤其是说明了新法与十余年来颁布的有
关刑事诉讼法具体适用的五十余部司法解释的关系，对于部分因与新法矛盾而失效的司法解释也予以
说明。
此外，也注意在条文解读和实务指导部分体现本次修改或新增条文之间的内在联系。
（3）实用性。
将重点放在对新法内容的解读和实践适用上，未对新法存在的问题进行过多的评论，但同时说明新法
中的部分条款内容有待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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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精解》对新《刑事诉讼法》从条文主旨、条文对比、条文解读、立
法理由和实务指导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解读。

　　【条文主旨】
　　提纲挈领，阐明法条解决的主要问题，方便读者宏观把握条文真意；
　　【条文对比】
　　泾渭分明，释明相关法条的对应关系，利于读者掌握法律发展脉络；
　　【条文解读】
　　细致入微，析清新法条文的内涵外延，帮助读者全面把握法律深意；
　　【立法理由】
　　娓娓道来，展现条文修订的立法背景，便于读者深入了解修订原因；
　　【实务指导】
　　深入浅出，指出本条对应的实务问题，辅助读者理解法条实践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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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①刑事案件被法院受理。
附带民事诉讼是由刑事诉讼所追究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是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追究其
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否则被害人就应当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②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物质财产损失。
被害人仅有精神损失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是指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损失。
物质损失通常包括两大类：一是犯罪行为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权利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如盗窃案件中盗
窃的现金、物品等；二是犯罪行为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如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因
身体被伤害，进行医治而用去的医药费、住院费、营养费等费用。
③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这种直接因果关系的体现，既包括犯罪行为已经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例如盗窃案件中已经被盗
走的财物，伤害案件中被害人的医药费、住院费和营养费；也包括被害人将来必然要遭受的物质损失
，例如伤害案件中因伤残减少的劳动收入，今后继续医疗的费用等。
④国家和集体财产遭受侵害的，被害单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假如被害单位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为尊重被害人或被害单位的民事处分权，人民检察院一般不干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活动，除非涉及国
家和集体利益。
 【立法理由】 由于原《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规定过于简单，很多意见主张对附带民事诉讼
制度进一步予以完善，其中一项意见就是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建议增加规定，
当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具体理由是：已死亡的被害人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其财产损失实质上转化为法定代理人、近亲
属的财产损失，增设该规定，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新《刑事诉讼法》采纳了上述意见。
 【实务指导】 1.赔偿损失只包括直接物质损失和间接物质损失，现阶段人民法院尚不支持附带精神损
害赔偿请求。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
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没有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共同
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附带民事诉讼的成年被告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其亲属自愿代为承担，应当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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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精解》全面展现了本次修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尤
其是说明了新法与十余年来颁布的有关刑事诉讼法具体适用的五十余部司法解释的关系，对于部分因
与新法矛盾而失效的司法解释也予以说明。
此外，也注意在条文解读和实务指导部分体现本次修改或新增条文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精解》将重点放在对新法内容的解读和实践适用上，未对新法存在的问
题进行过多的评论，但同时说明新法中的部分条款内容有待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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