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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是以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行为为基本框架进行研究的，平衡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
的基本理念及相应的规则制度的设计亦贯穿于这些内容之中。
作者试图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侦查手段，如赋予侦查机
关监听、诱惑侦查、当事人同意情况下准许搜查等权利，另一方面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权利及救济
途径。
当然，基于中国当前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应向人权保障方面作更多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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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侦查程序基本理论及改革方向  一、侦查程序基本理论    (一)侦查程序的概念    (二)侦查程序的
目的    (三)侦查程序之构造    (四)侦查程序的理念与原则  二、侦查程序改革的必要性    (一)是审判中心
主义的必然要求    (二)是司法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侦查实务中侵犯人权的现象急需遏制    (四)是
与国际人权公约保持一致的需要  三、侦查程序改革的思路与方向    (一)兼顾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及诉
讼效率的多元价值目标，但稍侧重于保障人权    (二)关注国际社会在刑事诉讼领域的最新动向，密切
关注已高度正当程序化的国家近些年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变化    (三)侦查程序的修改要切合中国实际
情况    (四)注意完善各种制度改革后的配套措施，以及制度本身的可操作性，增强其技术含量第二章 
侦查程序中的专门机关及其相互关系  一、外国侦查程序中的专门机关    (一)警察机关    (二)检察机关   
(三)其他重要侦查机关    (四)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五)侦查程序中的法院与侦查机关的关系  二
、我国侦查程序中的专门机关    (一)现状    (二)改进的建议第三章 犯罪嫌疑人问题研究  一、犯罪嫌疑
人的确认    (一)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意义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初查时的嫌疑对象之区分    (
三)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条件    (四)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时间界限    (五)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  二、犯
罪嫌疑人的知悉权    (一)知悉权的涵义及其价值分析    (二)国际公约及外国立法中犯罪嫌疑人的知悉权 
  (三)我国犯罪嫌疑人知悉权的现状及立法完善  三、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
的必要性    (二)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机制性障碍    (三)国际公约及外国立法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四)我国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立法完善  四、犯罪嫌疑人的义务    (一)犯罪嫌疑人为何有忍受侦查的义
务    (二)犯罪嫌疑人承担义务的原则    (三)我国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及评析第四章 侦查行为规则体系
研究  一、引论    (一)侦查行为规则体系的涵义    (二)侦查行为的分类    (三)我国侦查行为规则体系之重
构  二、盘查、留置    (一)盘查、留置的涵义    (二)盘查、留置的立法与实务    (三)我国盘查、留置制度
之完善  三、逮捕    (一)我国现行法中的逮捕制度之评析    (二)我国逮捕制度之重构  四、搜查    (一)搜
查的概念    (二)关于搜查制度的外国法考察    (三)我国搜查制度之缺陷    (四)我国搜查制度之完善  五、
扣押    (一)扣押的概念    (二)我国扣押制度之缺陷    (三)我国扣押制度之完善  六、强制取样    (一)强制
取样的概念    (二)强制取样的立法与实务    (三)确立我国的强制取样制度  七、诱惑侦查    (一)诱惑侦查
的概念    (二)诱惑侦查的立法与实务    (三)确立我国的诱惑侦查制度  八、监听    (一)监听的概念    (二)
我国监听的立法与实务    (三)确立我国的监听制度  九、通缉    (一)通缉的概念    (二)我国通缉制度的缺
陷    (三)通缉制度的完善  十、查询、冻结    (一)查询、冻结的概念    (二)我国查询、冻结制度的缺陷    (
三)我国查询与冻结制度之完善  十一、辨认    (一)辨认的概念    (二)辨认的立法与实务    (三)我国辨认
制度之完善  十二、讯问    (一)讯问概念辨析    (二)关于讯问的程序规则    (三)关于讯问方法第五章 侦查
程序中的羁押与保释  一、羁押    (一)羁押的目的    (二)羁押的条件    (三)羁押的场所    (四)羁押的程序   
(五)羁押的期限  二、保释    (一)保释的概念    (二)保释的条件    (三)违法保释义务之后果第六章 侦查行
为的程序性制裁  一、侦查行为可诉性之涵义及其意义  二、侦查行为可诉性之理论基础    (一)司法最终
裁决原则    (二)程序正义理论    (三)人权保障理论  三、侦查行为诉讼之提起  四、侦查行为诉讼之受理
与审理程序  五、程序性制裁的方式    (一)诉讼行为无效    (二)终止诉讼    (三)非法证据排除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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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刑事诉讼程序设计还应当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正常人格　　的塑造与回归，使其
真正成为一个积极有用的人，最终减少社会矛盾，实现　　全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2）有效侦查。
犯罪行为是一种最为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而实施犯　　罪行为的人为了逃避惩罚，总是千方百计
地掩盖犯罪事实，或者尽量少留证　　据、或者毁灭证据、或者予以逃匿等，因此，侦查机关为了查
明案件真相，　　查获犯罪嫌疑人，必须拥有一系列的侦查手段，并得到程序上的保障。
也就　　是说，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侦查程序必然要赋予警察足够的权力和手段侦查　　和打击犯罪
。
这些侦查手段既包括非强制性措施，也包括强制性措施；既包　　括公开侦查措施，也包括秘密侦查
措施。
为了有效侦查，侦查机关还应当享　　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除严重侵犯人身自由的侦查措施应得到
法院的司法令　　状外，其他大量的侦查行为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不需要得到其他机关　　的
审查和批准。
只有这样，社会的安宁和公众的福祉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实际上，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重视对犯罪行为的惩处，即使是当今最为强调　　正当程序的国家
，也依然强调这一点，其庞大的警察机构，巨大的财政投入　　，先进的技术手段已足以说明惩罚犯
罪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3）权力制约。
权力应当受到制约，否则容易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万古　　不易的真理。
侦查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其行使往往会触及到特定公民的人身　　权和财产权，因此，对其加以制约
尤为必要。
权力制约主要来自两方面，一　　是权力制衡，一是权利制约。
权力制衡是指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平衡　　，在侦查程序中，侦查权力的制衡来自两方面，一
是检察权，一是审判权。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为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如各法治国家　　几乎都规定了强
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
　　权利制约是指在侦查程序中，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使之与侦　　查权进行对抗，从而
限制侦查权的扩张与滥用。
犯罪嫌疑人是直接遭受侦查　　权不利影响的人，因此，其有内在的动力对侦查权进行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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