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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自2004年9月出版以来，经2005年12月对部分章节在漏字、错字、别
字、错标节与目数及司法解释条文引用错误等作修订再印后已有近.5 年时间。
尽管本教材2006年被评为华东政法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刑事诉讼法学》课程建设项目被评为2008
年华东政法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刑事诉讼法学》课程于2008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刑事诉讼法教研室2010年也被评选为上海市市
级优秀教学团队.但是其问，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与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法律修改和新司法解释不断
出台，我国还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其中不少内容与刑事诉讼
法有关。
鉴于第一版第二次修订的部分资料已经过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教材编写组对本教材内容
进行了较大篇幅韵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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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它的实施对于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
障公民合法权益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刑事犯罪日趋复杂，执法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补
充和修改。
根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从1993年起开始对《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并委托专
家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供立法部门参考，1995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拟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进行初步审议。
1996年2月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审议，1996年3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1996年3月17日修正案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名称通过，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为了更好地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分别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则
、规定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丰富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起了积极作用。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
、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它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促进了程序公正
和保障人权意识的提高。
当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与一些国际标准和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际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需要深化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更加民主、文明、科学，从而更
好地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
（三）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特点这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内容上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强化了诉
讼法制的理念，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
无罪推定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确认的一项程序法原则，是诉讼法制的具体体现。
其基本含义是任何人在被法院最终判决有罪之前都应被视为无罪的人来对待。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虽然该项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还有一定差距，但它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内核，并在一些具体的
诉讼程序中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实质。
如明确定罪权由法院行使，取消了由人民检察院确认被告人有罪的免予起诉制度。
明确主要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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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新世纪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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