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5301469

10位ISBN编号：7565301469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作者：郭冰

页数：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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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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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侦查学的逻辑起点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延伸出侦查学的研究时象，基本圈定侦查学研究
的内容。
依照基础理论三个要素，从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角度对基础理论进行建构，形成具有系统
性的基础理论体系框架，即基础理论的学科性理论、本体性理论和原理性理论，从而逐渐展现了侦查
学基础理论的整体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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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冰，1980年生，河南漯河人。
2001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该校刑法学专业研究生，获刑法
学硕士学位：2004年考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方向首届博士研究生：2007年获诉讼法学博士学位
并分配至国家检察官学院至今，主要从事侦查学、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法制日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侦查论坛》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随笔四十余篇
，参编教材四部，参与《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检察官和人权保障》等五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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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一章 基础理论研究之挑战与前瞻第一节 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第二节 基础理论系统
化研究的前瞻性分析第二章 基础理论研究的范式与演绎第一节 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第二节 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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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发展第二节 侦查对抗性原理与博弈分析第三节 同一认定原理的拓展与再定位第四节 侦查的相对
性原理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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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一些侦查学的理论研究没有上升到理性的科学体系层面，对侦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
认识，忽略了逻辑起点的作用，因而容易形成经验体系。
逻辑起点是建立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建立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有明确的逻辑起点。
虽然，学界已经开始关注逻辑起点对整个侦查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但是，该问题的论证还不充分
，没有形成广泛的学术争鸣，研究还不成熟。
（四）本体性研究还待深入学科的定位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然而从各高校侦查学学科设置的复杂
性就可以看出，侦查学学科性质、学科归属等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这种现状反映了侦查学学科定位的
尴尬。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与角度，观察点决定了研究的基本视野和走向，视角纷乱、误置或随
意调换，可能造成研究的逻辑矛盾、杂乱无章乃至结论完全错误，而侦查学却处在侦查学与诉讼法学
双重立场的矛盾之中，致使侦查学的本体性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程序，侦查行为应有一定之规范约束，但侦查活动本身又非规范所能替代。
正因为侦查与刑事诉讼法的亲缘性致使诸多学者匆忙将侦查学定位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组成部分，而使
侦查学研究成为诉讼法学研究的附属。
该定位只反映了侦查学的程序性内容，断然舍弃了侦查学的本体性内容，抹杀了侦查学研究的独立价
值，致使侦查的价值、侦查的目的、功能、任务等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性，侦查程序、侦查制度等研究
在侦查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诉讼法学的研究重点在于程序、规则的设计，在于对侦查权的限制，而侦查学的研究重点却是如何发
现案件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
时值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关于侦查程序的修改，特别是刑讯逼供问题、沉默权问题、讯问犯罪嫌疑
人时律师在场等问题成为侦查程序法制化的重心，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值得研究的课题。
但制度的运作是否合时宜，在现实中的运用是否可行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项制度的建构需要多种因素的考虑与多角度的平衡，诉讼法学的研究侧重于从程序规则的角度考察
侦查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侦查学的研究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毫无差别，也就丧失了侦查学的研究立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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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生有太多的无法预料，选择侦查学专业，离不开我的两位恩师：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杨宗辉教授，
引导我走上侦查学研究之路，并鼓励我踏上继续求学的征程，每每在焦虑、惶恐之际，杨老师的夫人
刘引玲教授总是能给予莫大的关切与支持；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大中教授，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在生活
上也给予我极大的关心与帮助，更让我体会到一种恬淡而轻松的人生观。
两位导师一位是常自嘲略带匪气的西北性情中人，一位是带有文人气质的江南智者。
虽然他们个人风格迥异，但对我却是一样的拳拳之忱。
研究侦查学基础理论，或许有些不自量力。
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乃该学科的根基与前提，非得对该学科有扎实的基础和过硬的功力，否则是无法
阐释清楚的。
在导师们的启发与鼓励之下，也许是想啃啃这硬骨头，最终作出了这个让我日后可能后悔的抉择。
在浮躁与淡定、懒惰与勤奋的搏斗中，该书终于完稿并付诸出版，然而此时却全然无释怀之感，其间
的粗略、稚嫩和谬误无法掩饰。
虽然它远不成熟和完善，但却是我的第N只“小板凳”，论文写作是一个思考、体悟的过程，其中我
时刻感受到它的重压，对自己的浅薄充满懊丧和羞愧，同时又欣喜顿悟了很多以往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
在该书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更得到郝宏奎教授、何泉生教授、毕惜茜教授、马忠红教授以及王铼教授
不厌其烦的指正，王大为教授也时刻鞭策，指导与批评的背后体现出各位导师学术的严谨，更让我体
会到作为一名学生的幸福。
北京大学的张玉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家弘教授以及政法大学的王传道教授、张方教授在论文的
写作中不断给予指导，并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都使我受益匪浅。
特别是樊崇义教授一直督促我完成文章的修改并出版，令我十分感激。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的地方，我庆幸生活在一个群星闪耀的空间。
论文写作及出版过程中，我时常打扰毛立新、李富成、杨立云、刘静坤以及唐文胜等几位博士，与他
们的讨论与争论带给我许多创作的思考与启发。
柴艳茹博士、刘涛博士、谭淼博士，以及我的师兄刘为军博士和我的挚友杨晓静也十分关心论文的进
展，他们对生活都充满了激情，并有一种不懈奋斗的精神时刻鼓舞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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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8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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