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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诉讼法系列：刑事诉讼法学（第4版）》主要内容包括：刑事诉讼的概念
、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刑事诉讼法同刑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任务、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刑事诉讼法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任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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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法学部召集人之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法学评议组副组长。
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主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主
编）、《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陈光中等著）、《陈光中法学文选》（三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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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八节 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了这项原则
的具体内容。
我国《宪法》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一节中，对这项原则的具体内容用更妥当、更合适的言词
作了更明确的规定。
《宪法》第134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
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应当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1）各民
族公民，凡是涉及诉讼的，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其他诉讼参与人，都享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
权利，都有权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回答问题，发表意见，书写证言、鉴定意见、上诉书、申诉书及其
他诉讼文书。
 （2）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义务指定
或者聘请翻译人员为他们翻译，都有义务为各民族公民行使这项诉讼权利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3）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同时应当根据
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制作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对各族公民来说，这是他们依法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对于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来说，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行使这项权利，则是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都应为他们翻译，为他们行使
这项权利提供切实的保障。
 我们的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在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各民族无论大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上都应一律平等，这
是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总原则、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
这个原则和政策精神反映在刑事诉讼中，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各民族公民都有权用本民族语
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
这条原则不仅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而且规定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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