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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比较刑事诉讼法》，对西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是笔者十
余年来从事比较刑事诉讼与证据法研究的成果总结。
从形式上看，本书更像是一部比较法学研究的论文汇编。
但读者仔细阅读后就不难发现，本书所分析的其实都是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的基本问题。
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层面来看，本书对西方国家法院制度、法官制度、律师制度、陪审制度、权利
救济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都作出了简要但尽量系统的介绍；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本书对一
系列法律理论和制度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涉及诉讼行为无效、诉讼终止、未决羁押、侦查构
造、证据展示、变更起诉、审判模式、定罪与量刑关系、简易程序、上诉程序、刑事再审等重要问题
；而从法律移植和法律变革的角度来看，本书还对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司法改革作出了比较
法层面的分析和评价。
迄今为止，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题为“外国刑事诉讼法”、“西方国家司法制度”或“外国证据法”
的著作。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尽管注重体系的完整性，却往往流于对一些基础知识的粗略介绍。
而稍为深入一些的比较研究成果，则经常分散存在于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之中。
对于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或许通过研读这些法律著作就可以获得相关外国法的知识。
但对于那些初学者而言，要想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除了阅读原著和翻译
作品，似乎就没有其他途径了。
但是，假如没有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假如没有熟练操作专业外语的能力，依靠阅读原著来获取专业
资料，又谈何容易？
通过阅读翻译作品固然不失为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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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专题的形式，对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基本理论和制度层蕊上，对西方国家法院制度、法官制度，律师制度、陪审制度，权利救济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都作出了简要但尽量系统的比较分析；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对诉讼行为无效，
诉讼终止，未决羁押，侦查构造、证据展示。
变更起诉，审判模式，定罪与量刑关系。
简易程序、程序性上诉，刑事再审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考察；在法律移植的角度上，还对法国，意
大利、俄罗斯等国的司法改革作出了比较法层面的分析和评价。
本书适合那些对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已有初步了解的读者阅读，可用作法学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
，研究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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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针对警察违法的内部纪律惩戒机制。
通过对警察的奖惩，可以对遵纪守法的警察加以激励，而对有违法记录和行为不检的警察则予以惩罚
，并促使其他警察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
因此，一个警察一旦实施了违法或为警察行为准则所不容许的行为，通常会面临训诫、暂停执行职务
甚至被开除的纪律处分。
鉴于排除规则的适用会导致一些刑事指控的失败，以至于使真正的有罪者逍遥法外，许多人都将抑制
警察违法行为的希望依托在排除规则的替代性救济途径之上。
其中，建立和完善警察机构内部的纪律惩戒机制，就被视为这类替代性救济措施之一。
支持这一救济制度的人士认为，通过对守法警察的奖励和对违法警察的惩戒，警察机构可以有效地对
警察实施行政层面的控制，从而保护公民的诸项宪法权利不受任意侵犯。
①相对于民事侵权救济制度而言，纪律惩戒机制的意图并不是对宪法性侵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赔偿或
强制令救济，而是通过惩罚促使警察在调查犯罪案件时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所有实施非法搜查和扣押、错误逮捕、错误羁押、非法侵人的警察及时
地受到纪律惩戒，从而令其遭受由侵犯宪法权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这一方面，各州警察机构内部的纪律惩戒制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也有明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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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刑事诉讼法》：“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1世纪法学研究生参考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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