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事诉讼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209050241

10位ISBN编号：7209050248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杨利军　主编

页数：2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前言

　　成人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人高等教育具有教育对象广泛、教育功能多元、办学方式灵活开放等特点。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成人高等教育将担负起更加重要的使命。
重视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探求成人高等教育新的发展路径是高度教育发展的必然。
　　山东省教育厅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成人高等教育品牌专业的设想，并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和要求。
2007年11月，烟台大学法学专业获得山东省教育厅批准，启动了“山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品牌专业建设
”工作，开始全面建设法学成人高等教育品牌专业。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尊重教育发展规律，适应中国法治建设发展
需要，广泛开展成人高等教育。
同时，以建设省内一流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专业为目标，以提高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的法学
知识、法学应用能力为目的，为社会各行业培养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技能，又有基本法律素养和知识
的法律专门人才，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建立适合本省成人法学高等教育发展的教学模式。
我们依托法学院国家特色专业、民商法国家教学团队，发挥民法国家精品课优势、省级重点学科优势
、省级人文基地优势、一级学科硕士点优势等有利条件，努力将烟台大学法学专业建成在国内有重大
影响、在山东省具有龙头地位的品牌专业。
本套教材就是根据成人高等教育品牌建设工作的规划，结合成人高等教育的特点，以法学院教师为主
体编写的法学系列教材。
　　为了编写出一套高质量的教材，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以掌握成人高等教育教材的编写要求。
为了保证教材的高质量，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教材编写规划，对教材编写的格式、体例、语言规范等提
出严格要求，并且责任落实到人。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例统一。
我们对所有教材统一体例，统一格式要求。
第二，突出重点。
为了保证教材内容适合不同的教育对象，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教学要求，并将内容分为基本原理和扩展
知识，以基本原理为重点内容。
第三，语言简练。
为了适应成人教育的特点，我们明确提出教材内容要简练精确，避免晦涩深奥的理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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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山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品牌专业建设法学系列教材之一，主要针对成人高等教育学员的学
习特点编写。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使章节内容层次化：“教学要求”针对专科生与本科生提出了不同要求；从“基本
原理”到“扩展知识”则逐步深入，既便于学员掌握基础知识，又可以开阔视野；“案例分析”和“
思考习题”，既有针对性案例分析，又可以让学员及时自测。
同时，在版面设计上预留了笔记区，以便于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标记和记录。
本书的编写人员中，既有深厚理论基础和丰富成人教育教学经验的教师，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司法工
作的一线人员。
本教材既保持了理论的先进性，又秉承了贴近实务、提高学员综合能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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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意志，也属于我国国
内法的渊源之一，具有法律约束力。
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
规则》等。
　　第三节刑事诉讼法学　　一、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刑事诉讼法学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在法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的研究对象是刑事诉讼活动，即国家在运用刑事诉讼手段解决犯罪与刑罚问题时所发生的各种程序
法律问题。
刑事诉讼法学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同其他法学学科，如宪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证据学
等，虽然在内容上有交叉，但就其整个学科体系和全部内容而言，是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和包括的。
　　（一）刑事诉讼法律规范　　刑事诉讼法学首先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及规范体
系。
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范畴与广义的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是相吻合的，其中，刑事诉讼法典是主要的研究
对象。
研究刑事诉讼法，要科学准确地释明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的字义、词义及其内容含义，同时还要研究刑
事诉讼法律规范的结构，把握刑事诉讼法典与其他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
另外，要准确了解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条文的死记硬背，还必须对其内在的内容进
行研究，如立法背景、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价值的选择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正确的执行法
律。
　　（二）刑事诉讼的理论　　刑事诉讼理论是分析诉讼法律规范和进行实证研究的思维工具，只有
切实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理论，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具有深刻明晰的眼光和高屋建瓴的气魄。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体系，但对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流派、学说极大丰富了
刑事诉讼的理论构架。
如刑事诉讼的目的与价值、刑事诉讼的结构、刑事诉讼职能与法律关系理论、程序正义理论等。
刑事诉讼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的不足，使刑事诉讼法学保持活力并日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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