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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诸多法律中，刑事诉讼法是历史悠久的重要部门法之一。
在历史上，当程序法与实体法分离时，独立的诉讼法就随之产生了。
追溯这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远至上古时期人们确立的某些刑事诉讼原则、规则至今仍然在刑事诉
讼中保持着生命力。
以刑事诉讼法为研究对象的刑事诉讼法学，同样是一门古老的法学学科，一代又一代学者将自己的智
慧倾注于它，使这门学科跻身于科学的行列。
如今，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到，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刑事诉讼法
学都得到了不断开拓和挖掘。
在我国清朝末年，作为欧风东渐的成果之一，政府开始仿效西方国家制定了独立于实体法之外的诉讼
法典。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和实施了体系较为完备、内容较为翔实的刑事诉讼法典。
伴随这一过程，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正式发展起来，各个大学纷纷设置了这一课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了长时期的曲折历程，我国不但有了一部刑事诉讼法典，而且刑事诉讼法学也
已成为一门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学科。
这一学科的发展，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和指导刑事司法实践活动打下了基础。
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程序法。
在现代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完善的程序对于实现法治和保障民主所具有的重要性，有的论者甚至将
程序视为法治与恣意的人治相区别的关键所在。
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权力受法律的约束，这种约束使之不至对公民个人自由造成威胁和损害
。
人民可以运用完善的程序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从而为这一权力的正当运作提供切实有力的保障。
当法治、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程序的观念也必然深入人心，像刑事诉讼法这样的程序法在国
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必然得以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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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一项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
教材和教育部法学学科“九五”规划教材，同时也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后又申报批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
本教材的基本内容有：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历史发展、任务、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专门机关、当事
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刑事诉讼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以及司
法协助制度、刑事赔偿制度和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等内容。
本教材主要有如下特点：①以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为根据，系统地叙述了我国的刑事诉讼
制度；②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阐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同时又密切联系法律实践；③立足
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借鉴外国立法、司法实践经验，并注意与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刑事司法准则相协
调；④篇幅适度，文字深入浅出。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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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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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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法学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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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第一节概述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
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诉
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学中，这些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准则往往被称为“刑事诉讼之主
义”。
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
一般而言，所谓的“刑事诉讼之主义”，也就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作为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往
往包含着丰富的诉讼原理，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
这些基本法律准则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也有着丰富的思想含量。
例如，审判公开原则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应当向社会公开，使得审判活动受到社会公众
的广泛监督。
这是审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证，也符合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性质。
第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
原则体现法律的基本精神，任何具体的法律规定都必须和基本原则相符合。
原则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那些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所应普遍遵循的政治或理论原则，只要没有在刑事
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就不属于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刑事诉讼和其他性质的诉讼必须共同遵守
的原则，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各民族公民有权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审判公开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原则等，我们称为一
般原则。
另一类是刑事诉讼所独有的基本原则，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原则，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即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

后记

本书原为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依照教育部颁布的《全
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的“刑事诉讼法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
现经申请批准，改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教材由陈光中担任主编。
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分工如下：陈光中，第一章、第九章；左卫民，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
九章；刘玫，第十章、第十一章；刘根菊，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汪建成，第八章
、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汪海燕，第十四章、第二十七章；张建伟，第二章、第七章、第二十六章；
陈瑞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甄贞，第六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章；谭世贵，第十五章、第
十七章、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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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第3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
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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