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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由詹建红主编。

《刑事诉讼法》在培养高等院校学生和其他法学入门者学习刑事诉讼法兴趣的基础上，指导学习者达
到如下效果：理解刑事诉讼的特点和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点、难点；了解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价值等基本理论范畴；掌握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理解刑事诉讼管辖、回避、辩护
、代理、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等基本制度的内容；掌握刑事证据的概念、种类与分类。
理解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内容；理解立案的条件、侦查行为及侦查制度的立法完善；掌握审查起
诉的内容、各类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和提起自诉的程序要求；掌握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具体环节、自
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特点、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和法庭审判特点；理解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
审判监督程序启动的规范性要求、审判原则、审理方式；了解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理解执行
变更的基本内容；掌握四种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基本程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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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建红，男，1969年10月出生。
湖北红安人。
曾先后就读于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从事过检察官、公务员、法官等职业，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法学》、《法学评论》、《法商研究》、《法学家》和《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等报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有数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等转载，主持和
参与国家、省部级等科研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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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于应否将技术侦查限制为秘密的技术手段，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赞成将秘密性作为技术侦查重要特征的观点分为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秘密侦查的外延大于技术侦查，技术侦查只能是秘密侦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己。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
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就是秘密侦查，两者可以等同使用。
所谓秘密侦查即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
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
由于秘密侦查往往要使用一些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所以又称为技术侦查。
 反对将秘密性作为技术侦查特征的观点认为，技术侦查既有秘密进行的，也有公开进行的。
而且，从字面含义来看，把技术侦查解释为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也不符合其通常的含义。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相互独立，互不隶属。
这种观点将技术性侦查措施的种类和秘密性侦查措施的种类进行了不同的归类。
前者包括测谎检查、网上查控、通讯工具控制、模拟画像、刑事鉴定、警犬使用、会计资料勘验、脑
纹识别；后者包括刑事特情侦查、卧底侦查、秘密逮捕、密搜密取、秘密辨认、跟踪盯梢、守候监视
、秘密监听、密录密拍、邮检、便衣侦查。
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交叉关系。
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最大的区别在于实施方式上。
秘密侦查强调侦查的秘密性，不论其是否有技术含量；而技术侦查强调技术性，只要具有技术性，就
可纳入技术侦查的范畴。
技术侦查可以采取公开方式也可以采取秘密方式。
因此，有些侦查既可纳入秘密侦查也可纳入技术侦查。
采取秘密方式实施的技术侦查，如监听、秘密拍照等，既属于技术侦查也属于秘密侦查。
采取秘密方式实施的秘密辨认、秘密搜查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措施就只属于秘密侦查，而不应视为
技术侦查。
同样的，采取公开方式实施的技术侦查，如测谎，就不属于秘密侦查。
 从立法结构上看，《刑事诉讼法》认可了技术侦查所具有的秘密性，但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广义的概念
表达，即认为技术侦查在外延上包括学者通常所理解的秘密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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