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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
跨人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观念的日益深人人心，对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运
行问题的研究曰益呈现繁荣的景象。
许多研究者本着对刑事法制建设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投身于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为刑事诉讼
立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司法工作者严格、准确执行法律提供了理论指引，使公正程序为实
体正义的实现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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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刑事审判中心主义必须实现审判程序和审判前程序的有效阻隔，即实现侦控行为对审判行为
正当运作的最小化影响。
侦查机关取得的一系列侦查证据是法庭审查的重要内容，基本上也是法庭作出裁判的关键证据。
其在法庭上的呈现情况依赖于公诉方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审查，这样法庭对证据的审查、心证的形成以
及裁判的作出就会受到影响。
基于法庭全面认定案件事实的考虑，警察有必要出庭作证接受询问。
另外，公诉方向法庭提交有关警察一系列侦查活动的书面材料也具有局限性，这种材料对案件事实的
反映可能是有限的，在此过程中，由于警察自身的主观认知原因，不可能将所有的侦查情况作出记录
，不利于法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裁判的作出。
警察出庭作证会解决上述问题，法庭通过对警察的询问能够明晰警察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价值，排除
“流水式”作业的审判前程序对其心证形成的影响，独立地对案件作出终极和权威性的裁决。
3.直接言词原则和交叉询问规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是诉讼效率和裁判公正、正确的保证，它要求法官以言词
的方式进行案件的审理，亲自感知并审查认定案件的有关证据，除非有不可抗拒的例外情况出现，只
能由参加法庭调查、审理的法官针对案件作出裁判。
基于直接言词原则对法官亲历亲为的要求，法官应当了解控方提供的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过程，警察
出庭作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并且这种路径不能被书面材料所取代，因为书面材料的完整性难以
得到保证，更无法使法官以言词的方式对其进行调查认证。
交叉询问规则是庭审中双方对垒的制度，体现了诉讼的竞技性，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和保障辩方公
平地对案件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
要求了解案件事实的人介入庭审的方式必须以亲自出庭作证为限，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可抗拒的
情况出现，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
警察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对案件事实有着广泛的知悉，是法庭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重要根
据，倘若仅仅将这种知悉书面化提交法庭，辩方便丧失了对其进行实质化质证的机会，其真实性也不
能得到有效的判断，影响案件事实的发现。
4.检察机关采纳案件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刑事诉讼庭审活动的启动有赖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程序终结后开启的公诉活动。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审查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材料，决定能否作为提起公诉的案件证
据范围。
检察机关只有在其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向法庭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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