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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小额赠款项目“保释和中国取保候审制度改革”课题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是五种法定强制措施之一，发挥着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者
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法律功能。
但是，由于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的诸多原因，我国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取保候审的法律功
能没有充分得以发挥。
譬如，取保候审在强制措施中所占比例不高、被取保候审人逃跑时法律“束手无策”、被取保候审人
呈“放任自流状态”、一般民众认为取保候审就是花钱买人等。
在其他国家，与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相类似的是保释制度，它是羁押的一种替代措施，目的在于保障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并限制国家权力、实现程序正义。
经过长期发展，保释制度在其理念支撑、程序设置及制度构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为了深入地探讨我国取保候审的适用问题，以促进取保候审立法完善，服务取保候审司法实践，我们
在进行调研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外保释制度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形成了《取保候审适用中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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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在取保候审程序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同时承担追诉与裁决两项冲突的职能，因而其难以客观
中立地作出评价和裁决。
裁决职能与追诉职能的合并过分简化了程序的运行，而这一便利却是以违反“自然公正”为代价的。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主体地位和职业倾向决定了其权力范围的广泛性和权力行使的主动性。
在该程序中如果仅仅存在追诉权主体与辩护权主体，许多事项的处分，包括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及
其他权利的限制就会成为追诉权主体一方的单向性处分，其过程也将异化为单向性行政程序；同时，
由实施追诉行为的一方处分其与被追诉一方有争议韵事项将难以避免因其地位而带来的偏颇性，程序
的公正就难以保障。
　　由于羁押措施是对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限制，因而其裁决权应当专属于司法机关
，即由法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或释放。
法院是不具有追诉倾向的裁判机关，其应当作为权利庇护者——公民权利和社会自由的捍卫者的面相
而出现。
并且，由法官介入审前程序有利于维持审前程序的诉讼性结构，防止由追诉机关单方面决定而带来的
偏颇性和任意性。
具体而言，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认为需要羁押的，应当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羁押，检
察机关在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后作出是否取保候审的决定。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的不予取保候审的决定，应当赋予被羁押人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听证申请的权利，
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决定是否取保候审，从而使司法权能够介入审前程序并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追
诉权予以法律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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