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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是以刑事法学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重点学术研究机构，建立
于1999年12月，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心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学科的部分专家、学者为专职研究人员，同时聘请国内外一些知
名刑事法专家、学者作为兼职研究人员。
著名中青年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卢建平教授任中心执行主任，中
心副主任为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何家弘、黄京平、甄贞、郑定教授，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担任中
心专职顾问，中央政法机关几位专家型领导同志担任中心顾问。
在学术研究范围和布局上，中心以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古今中外刑事法学之主
要学科和研究领域。
中心下设四个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其中第二研究室以刑事诉讼法暨刑事侦查、刑事物证技术为研究
方向。
刑事法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和研究队伍的合理组合，乃是中心鲜明的优势互补之特色。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中心应当成为具有明显科研优势和特色的国家级刑事法律学学术研究基地，并
经过努力使整体科研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刑事法学学术界亦享有较
高声誉。
为达此目标和地位，中心以学术研究为核心，努力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实行全面开放。
注重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强学术交流，引导和促进刑事法律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力图建成全国一流的
、名副其实的刑事法律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
    刑事法治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立法、司法、理论乃至全社会的密切关注与长期不
懈努力。
作为对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指导与推动作用的刑事法理论，与我国刑事法治的进
步和完备息息相关。
当前，刑事侦查工作和物证鉴定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
侦查学与物证技术学研究工作在学科建设乃至推动实践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任务越来越
繁重，责任也越来越大。
因此，侦查学理论研究和物证技术学理论研究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学者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繁荣法学研究，推
进依法治国”为宗旨，紧紧围绕侦查学、物证技术学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
究活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及时总结这些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全面反映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研究中的新观点、新思想、
新方法，进而有力地推动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理论的发展，就成为学者们面临的一项极有意义的任务
。
    为此，我们受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委托，组织编辑了《中国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发
展报告》(第二卷)。
本书力求全面地、系统地、较为详尽地反映和容纳近年来我国侦查学、物证技术学领域的学术动态、
学术进展和学术成果，以及我国关于侦查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动态、进展与成就，使之成为服务于侦查
、物证技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综合性的大型工具书、学术信息书、学术精粹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之所以名为“第二卷”，是因为它是作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
版的《中国刑事法学》第一卷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部分之延续。
    本书以广大的侦查、物证研究人员和实务工作人员为主要的读者对象，设立“学科发展综述”、“
学术会议综述”、“学术交流综述”、“法制进展概况”、“基地专兼职研究人员重要论文选载”、
“书籍摘要”(包括所有专著和重要的译著、教科书、论文集)、“论文摘要”(有代表性、有重要学术
价值的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和“硕士学位论文荟萃”等栏目。
    由于我们初次尝试编辑这样一种大型书籍，经验不够，加之出版时间仓促，各种信息的收集渠道不
十分通畅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其中的不足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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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以后我们还将根据需要与条件，从形式到内容进行适当的改进。
我们也坚信并真诚地希望，在立法机关、司法部门及各兄弟法律院校、科研机构和广大侦查学界、物
证技术学界同仁的热心关怀和鼎力支持下，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国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发展报告》
能够成为读者进入侦查学界、物证技术学界的桥梁和阶梯，成为展示我国侦查学、物证技术学领域新
观点、新思想的窗口，进而推动我国整个刑事司法制度健康、文明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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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满族，1953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去“北大荒”，务农8年；1977年返回北京后当过两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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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此后曾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并于1993年在美国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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