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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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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任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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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法概述　　第一节 刑事诉讼的概念　　刑事诉讼是诉讼的一种。
诉讼又叫打官司，是专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案件的活动。
案件的性质不同，诉讼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同。
诉讼有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即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
下，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民事案件，依法解决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活动。
行政诉讼则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行政案件，依法解决主管行政机关根据其职权所作的处罚决定是否正
确和应否予以维护的活动。
这三种诉讼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差别。
　　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由于它们都是诉讼，所以就必然有如下共同点：　
　首先，诉讼之所以会发生、会引起，都是因为有可以通过诉讼加以解决的某种事实存在，如某商店
被盗，某兄弟三人因继承遗产争执不下，某公民对某主管行政机关的罚款决定不服，等等。
没有可以通过诉讼加以解决的某种事实存在，诉讼也就不会发生。
　　其次，诉讼必须有当事人，即通常所说的案件的原告和被告。
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向国家的司法机关提出控告，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成为被告并受到司法机
关的追究，诉讼才能成立。
在刑事诉讼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当然不能简单化，因为无论是在封建专制时期的纠问式诉讼中，还是
在以国家追诉为主的现代刑事诉讼中，处于“原告”诉讼地位的控诉一方，并不一定就是案件的受害
者本人或者仅仅代表受害者利益的其他人。
同时，有些刑事案件，在开始侦查阶段可能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被告人。
但是，任何诉讼都必然有追诉者和被追诉者，有控告人和被告人，这一点是共同的。
　　再次，诉讼必须有国家的司法机关参加、主持进行和对案件作出裁决。
没有司法机关也就没有诉讼。
任何事件、纠纷，如果不是经由司法机关并按照特定程序调查处理的，就不能称之为诉讼。
所以，要经由司法机关，要由司法机关主持进行和对案件作出裁决，这也是任何诉讼得以成立的一个
基本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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