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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注重对中国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的理论研究。
本书作为“北京大学人权研究丛书”的系列成果之一，就属于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研究中国刑事审
判前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的著作。
　　未决羁押制度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法治化水平，直接代表了中国刑事诉讼中公民权利保障的水平和中国社会法
治化的进程。
然而，长期以来，法学界对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基础、现状、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公民权利保障问题
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使得在当前官方治理“超期羁押”问题的过程中，法学界无法充分地提供自
己的智慧、理论和思想。
不仅如此，当前盛行的注释化、对策化以及为思辨而思辨的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
进路，使得研究者既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也无法对“实践中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作出准确的解
释。
尤其是对未决羁押制度所存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法学研究者几乎普遍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立法
者和司法界也未必给予了准确的把握。
显然，要提升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的法治化水平，解决日趋严重而又久治不愈的“超期羁押”顽症，我
们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有关未决羁押制度实施状况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谈得上为治理未决羁押的问题提供思想和智慧。
否则，在对“超期羁押”的现状不甚清楚、对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分析不准确的情况下，天知道那种
草率的“立法对策”之研究会结出什么样的怪胎来！
对于实践中出现日久的“超期羁押”问题，官方一直在尝试寻找治理的良方。
2000年10月，就在那部得到无数海内外人士赞誉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不到5年的时间，作为
最高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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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注重对中国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的理论研究。
本书作为“北京大学人权研究丛书”的系列成果之一，就属于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研究中国刑事审
判前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的著作。
    本书收录了检查官和法官各自提交的论文。
这些论文不乏对超斯罢羁押问题出现的善意解释以及本机构超期羁押制度的现状，为使读者更直观地
了解未决羁押制度的亲身参与者的近距离观察者所提供的鲜活思考，值得我们对此保持高度的关注。
最后，为使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未决羁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各界在此问题上的不同声音，我们
将2002年11月召开的有关决羁押制度的座变为会纪要全文予以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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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羁押救济的虚无化　　按照前面的分析，对于刑事拘留、逮捕、逮捕后羁押的延长，以及
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无论是公检法机构主动发动的救济，还是被羁押者一方申请提出的救济
，由于采取的是行政式的救济方式，既没有专门负责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济程序，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完全名存实亡。
可以说，针对羁押合法性的司法救济机制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无论法律是否给予被羁押者提供司法救济的机会，被羁押者如果不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所作的羁押或延长羁押的决定，就往往有一种要求获得救济的本能欲望。
大量的案例显示，即使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尚未结束之前，被羁押者或者他们的近亲属、辩护律
师，如果对刑事拘留、行政性羁押、逮捕、逮捕后羁押的延长等表示不满的，通常都会向正在办理有
关刑事案件的机构提出申请。
有的要求撤销羁押决定，有的申请变更为取保候审，还有的请求对羁押决定作出重新审查。
对这类申请，公检法机关一旦加以拒绝或者置之不理，那么被羁押者一方只好被迫向诸如各级人大常
委会、政府、党委提出“上访”或者“申诉”，或者将问题向新闻媒介披露。
于是，本应作为法律问题、可通过司法途径加以解决的问题，由于司法救济的途径不畅，而变成了社
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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