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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刑事犯罪升级和法治现代化两大时代背景，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系统地探讨了
侦查法治的相关问题。
在理念部分，论述了侦查法治的理论基础、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并对我国传统侦查理念进行了剖析
和反思。
在制度部分，从侦辩、侦裁、侦检、侦审等关系入手，阐述了侦查程序的内部构造、外部构造，并对
法治之法的基本元素——程序规则进行了微观分析，提出了改进意见。
在实践部分，运用行为科学理论分析了影响侦查行为的主、客观因素及引入程序性制裁的必要性，并
从历史考察及现实分析的角度，对侦查法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保障机制及具体实现的模式、步骤、
限度等，提出了大致的设想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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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侦查法治概论第一节 侦查法治的基本范畴一、侦查（一）词义辨析在古汉语中，只有“侦察
”一词，而未见“侦查”词条。
《辞源》称：侦察，暗中察看。
《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为汉侦察匈奴动静。
”①可见，古语中的“侦察”乃一军事术语。
“侦察”的现代含义，《辞海》解释为：“为获取军事斗争所需敌方或有关战区的情况而采取的措施
。
按任务范围分为战略侦察、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按活动空间分为地面侦察、海上（水中）侦察和空
中侦察；按活动方式分为武装侦察、技术侦察和谍报侦察。
采用的主要手段有：观察、窃听、搜索、捕俘、战斗侦察、照相侦察、雷达侦察、无线电侦听与测向
、调查询问、搜集文件资料等。
”②可见，在现代汉语中，“侦察”也是作为军事术语使用的。
至于“侦查”一词，是“侦”与’“查”组合成的新词，主要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而使用。
在公安工作中，曾长期沿用“侦察”、“刑事侦察”、“犯罪侦察”等用语，军事色彩浓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侦查学界曾有过“侦查”与“侦察’’之争。
一些学者坚持“侦察”说，认为公安机关长期使用“刑事侦察”概念，已“约定俗成”，且“侦察”
比“侦查”更具有秘密性、包容性，更符合公安刑侦工作的实际。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侦查”的表述更为准确，因为“侦察”是军事用语，而“侦查’’才是法律
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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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侦查法治研究》作者娴熟地运用“法治”理论，来分析刑事诉讼程序、侦查程序的相关问题，显得
新颖而独特。
而且，作者把对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的研究提升到“法治国家”的层面，也使文章有了高屋建翎之
势。
作者对我国传统的专政理念等所带来的巨大弊端进行了反思，提出应将现代侦查的基本属性界定为“
执法”，其基本目的是“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基本构造应为“正当程序”模式。
在此基础上，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不择手段、不问过程、不计后果的陈旧侦查理念，可谓抓住要
害，切中时弊。
作者论述了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着重就无罪推定原则与侦查思维中的侦查假说之
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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