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事诉讼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2264489

10位ISBN编号：7802264480

出版时间：2006-8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姚莉

页数：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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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学>>

内容概要

本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吸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的最新成果，面向21世纪的法学教育，正确阐述本学
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主要内容有刑事诉讼法概述、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刑事诉
讼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辩护与代理、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刑事诉讼的中止、
终止、刑事证据概述、刑事证据的种类、刑事证据的分类等。
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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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诉讼法学科带头人。
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和研究，主讲刑事诉讼法学。
证据学、检察学等课程。
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等多项课题。
近年来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有多篇论文被《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复印。
出版专著，主编、参编教材十余部。
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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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概述　　第一节　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　　诉讼，俗称
“打官司”。
从其原有的意义上讲，是将有争执的事情提交到国家司法机关解决。
我国历代通称诉讼为“讼”，或为“狱”、“狱讼”，称审理案件为“听讼”、“断狱”。
诉讼一词作为法律用语，最早见之于元朝的《大元通制》。
　　诉讼就其实质而言，是国家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解决
具体争讼的活动。
它是国家行使统治权的一种形式，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制性，是国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诉讼与国家和法律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阶级和
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在现代，根据所要解决的案件的性质、内容的不同，以及表现形式的不同，诉讼可以分为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所谓刑事诉讼，简言之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刑事案件的活动。
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指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
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
刑事诉讼具有以下特点：　　（一）刑事诉讼是公安司法机关为实现国家刑罚权而进行的一种专门活
动　　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即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正是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通过侦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诉讼活动，
对犯罪进行揭露、证实和追究，从而实现国家刑罚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秩
序的，这一特征是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它既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区别开来，又表明这
种国家同犯罪作斗争，实现国家刑罚权的特定活动是不同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
个人所进行的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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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
素质，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学要求，我们邀请政法院校和实际部门的法学教授和
专家编写出版了这批教材。
　　这批教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吸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的最新成果，面向ZI世纪的法学教育，正确
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沦。
基础知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刑事诉讼法学》是其中的一种，初稿经集体讨论后，由主编、研究生导师姚莉修改定稿。
对书中的不完善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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