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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您面前的这部专著，是周欣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补、充实而成的。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提笔为之作序，甚感荣幸，说来也算是一种缘分。
我与周欣共事多年，不仅同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书，而且都是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与研
究，在同一间办公室相对而坐，还一起合作搞课题研究，多次同行到外地调研，共同指导研究生，如
此等等。
在十多年间，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接触和交谈频繁，因而对她的为人与治学，可谓相知甚深，总的
印象是：她心地善良，办事能力较强，谦虚好学，具有上进心，在一起相处融洽。
如果再用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性格开朗，待人坦诚，勤奋刻苦，治学严谨。
周欣于198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获刑法学硕士学位。
1994年来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先在侦查系任教，后被任命为研究生部副主任，以后又转任法律系副
主任，主讲过刑事诉讼法法学、刑法学、刑事侦查学、刑侦总论等多门课程。
1996年被聘为副教授，2004.年晋升为教授。
在她担任了硕士研究生导师后，由于要开设研究生外国刑事诉讼法课程，她又勇挑重担，承担了这门
课程的教学任务。
为此，她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专攻外国刑事诉讼法，不久就出版了《欧美日本刑事诉讼——特色制
度与改革动态》一书。
上述经历，使她对中外刑事诉讼法学广泛涉猎，并且对刑事诉讼中如何优化各项权力的配置，有了横
向与纵向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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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和实务，域内和域外，纵向和横向多视角对侦查主体设置、侦查权限划分和侦查权控制三
个方面对侦查权配置问题进行探索和比较。
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逐一进行剖析和论证，提出尽可能详尽的立法建议与改革
方案。
    全书以侦查概念为研究起点，重点围绕侦查权与侦查主体、侦查权配置的理论架构等基础理论问题
进行探究，并以不同国家和法域为视角，对侦查权配置三方面的内容进行考察比较。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侦查主体设置状况进行梳理，重点探索我国侦查主体设置应当遵循的原则、侦查权
限划分的基本框架和在诉讼框架内完善侦查权控制体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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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欣，女，1960年生，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获刑法学硕士学位。
200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诉讼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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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行政诉讼实用指南》、《常见多发犯罪的认定与处罚》和《欧美日本刑事诉讼——特色制度与
改革动态》三部专著，并在核心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
主持两个部级科研课题，2001年获公安部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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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法学界也围绕刑事诉讼公权力的配置问题展开广泛
深入的研究。
其中，如何合理配置人民法院审判权、人民检察院检察权巳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
但是，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有关我国侦查权配置的研究犹如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以侦查
为内容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侦査程序、侦查行为等方面。
事实上，在我国侦査权配置领域内，既有因"国情"导致的历史性问题，也有因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引发
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侦查主体的设置、侦査权限的划分及侦查权的控制三个方面。
例如，侦査主体的设置具有扩大化趋势，公安机关内部呈现“全警皆侦”的态势，羁押权行使过于随
意化，技侦手段缺乏法律规制，侦查权与行政权混用，侦查权控制机制行政色彩浓厚，司法控制机制
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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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宋英辉教授。
宋英辉教授之于我，亦师亦友。
写作过程中，他给予了我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他严谨的学风、善思的习惯、饱满的精神都在无形中
为我树立了前进的榜样，带给我在困境中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寥寥数语，难表满腔的感激！
同时，我要感谢关怀教导我的陈光中先生，他渊博广深的知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幽默睿智的谈
话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从论文的选题、框架的制定，直至论文的撰写和修改过程，都饱含着先生无限的心血。
每次与先生的接触，先生敏锐的视角和一针见血的点评都让我受益良多。
师恩浩荡，没齿难忘！
此外，在学术领域内，如果没有程味秋教授、崔敏教授近乎手把手的指导与耐心教诲，很难想象我能
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迈出这样大的一步，他们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
我将铭记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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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侦查权配置问题研究》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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