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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人们只在试图惩罚犯罪时才想到这样一部法律，那是刑事诉讼法的悲哀。
　　刑事诉讼法的作用远不止在追诉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时发生效应。
事实上，它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仅次子宪法。
几十年以前，我国就有学者指出：“刑诉法却越发是关系到人民身体、生命、自由的幸福。
人民的权利除了宪法保障，其次便要轮到刑事诉讼法保障了。
”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刑事诉讼法为国家权力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运作限定了范围和方式，不但督促
专门机关及其人员履行职责，防止其懈怠，也遏制其滥权不轨的冲动，保障个人自由。
　　这些作用，是通过设定一系列诉讼原则、制度、程序和规则来实现的。
这一系列原则、制度、程序和规则的背后，隐含着刑事诉讼法的两大主要价值：秩序和个人自由。
　　其中，秩序的价值从来深受重视，个人自由的价值却不是总有这样的好运气。
但当人们一旦真正认识到贝卡利亚所说的“显而易见的真理”时候，也就是经过许多磨难重新发现某
些被我们忽略了的朴素的道理的时候，就是个人自由受到青睐的时候。
　　那也是刑事程序更加受到重视的时候。
因为，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一整套程序一一如果含有优良的品质一一是可以发挥保障个人自由的作用的
。
　　人们总会认识到：如果刑事诉讼法不能给个人自由提供保障，所有人都将面临着一种危险，就
像K在卡夫卡的《诉讼》中所遭遇的那样：一觉醒来，被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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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为根据，参照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中的“刑事诉讼法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
在内容和形式上，力求摆脱陈陈相因的局面，写出自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在基本内容上采取通说
，并适当吸收学术研究上成熟的新观点；在阐述刑事诉讼的原理方面有所突破，如增加诸如诉讼系属
原理、审判范围受起诉范围限制等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内容的介绍，使本教材不仅仅是对
先行法律条文的注释文本，而且力求解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立足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制，注意
与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刑事司法准则相协调，使教材内容更具有现代性；体例上参考国内外同类教材
，力求有所创新；篇幅适度，繁简得宜，文字简洁，陈言务去。
本书不仅适用于成人教学，亦也为本科阶段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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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4世纪到15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法规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借鉴了许多法律原则和制度，成为欧
洲中世纪的重要法律。
教会法与罗马法、日耳曼法为欧洲三大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法以《圣经》、宗教会议的决议、法令与法律集、教皇教令集等为法律渊源。
教会法采用书面审理程序和代理制度，证据必须经过宣誓提出，法官依据“理性和良心原则”进行审
判活动，必须发自内心地确信他所作出的判决。
教会法在诉讼中确立了纠问式诉讼程序，例如英诺森三世的教会法则规定，根据公众告发或私人控告
，法院可以对案件进行调查，从调查证据到刑罚执行都由官方负责。
纠问式诉讼程序对大陆各国刑事诉讼法影响很大。
　　在封建制度下，法国的法律经历了由习惯法到罗马法再到王室立法的发展过程（公元9世纪到18世
纪），1670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是这一发展历程的重要成果之一。
法国的司法审判先采用“神明裁判”与“司法决斗”，后采用形式证据制度，并实行纠问式诉讼和检
察制度。
　　日耳曼习惯法和罗马法对德国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国封建社会的早期沿袭曰耳曼人的习惯，采取弹劾式诉讼。
1220年德国编成的《萨克森法典》对刑事诉讼规则作出了规定。
1532年又颁布了《加洛林纳法典》，该法典共179条，包含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方面的内容，确立了纠
问式诉讼制度，刑事诉讼分为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实行“有罪推定”和刑讯制度，审理不公开，判
决分为有罪判决、无罪判决和存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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