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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历经10年研究所作的学术总结，在对20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产生、发展以及刑事诉讼
基本理论范畴作出总结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理论问题；讨论了刑事
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倡导在树立基本问题意识的前提下，运用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并从多学科
交叉的角度研究刑事诉讼问题；论述了刑事诉讼法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课题--程序正义理论和程序
性制裁理论，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扩展了这一学科的学术版图；对“证据法学”与“
证据学”作出了理论上的区分，重新解释了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运用经验分析方法，对审判委
员会、回避和变更管辖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考察，提出了法院内部独立和司法裁判的行政化问题；提出
了刑事诉讼的“纵向构造”问题，将中国刑事诉讼构造解释为“流水作业式”模式；对于刑事审判前
的侦查、审查起诉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从理论上作出了解释，提出了“建立一体化的审判前程序”的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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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华，1985年9月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于1989年7月、1992年7月和1995年7月，在该校获得
法学学士、诉讼法学硕士和诉讼法学博士学位。
1995年7月进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从事法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7年6月工作期满出站，并留校任教。
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学术领域：刑法诉讼法学、法律程序理论、司法制度。
主要学术著作：《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庭审方式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主要学术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政法论坛》、《中外法学》、《北京大学
法律评论》等出版物上。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诉讼法学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诉讼法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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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2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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