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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第2版)》根据2012年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编写。
全书共分为四编三十章，分别为：第一编绪论，包括刑事诉讼法概述，刑事诉讼理论基本范畴，刑事
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和任务；第二编总论，包括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和诉讼参与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辩护与代理，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和送
达，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刑事证据，刑事证明；第三编程序论，包括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
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执行，审判监督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
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刑事赔偿程序；第四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包括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
国际人权法，《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刑事诉讼法(第2版)》内容丰富、条理清晰、例证风趣、资料翔实、可操作性强，可作为法学专业本
科生或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企业法律事务相关人员的自学读物。
本书由宋英辉、史立梅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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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弹劾式诉讼结构主要实行于古罗马共和时期，欧洲日耳曼法（法兰克王国）前期以及英国的封建
时期。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1）没有国家追诉机关，诉讼由被害人或者其他人控告而开始；（2）没有原
告就没有法官，只有原告起诉后，法官才进行审判；（3）传唤被告一般由原告自己负责；（4）原告
、被告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并居于主导地位，法官以仲裁者的身份听取原、被告双方的诉讼主
张、证据及辩论，并据此作出判决。
对于疑难案件，实行神明裁判。
弹劾式诉讼结构是刑事诉讼的早期形式。
　　纠问式诉讼结构主要盛行于中世纪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专制时期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时期。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1）法官集侦查、控诉和审判职能于一身，即使没有被害人或其他人的控告
，法官也可以依职权主动追究犯罪责任：（2）法官负责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侦查和审判秘密进行
；（3）刑讯合法化、制度化，对被告人广泛采用刑讯，对原告和证人也可以刑讯。
在这种诉讼结构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害人只是提供
线索、引起诉讼的人，被告人处于诉讼客体的地位，是被拷问、被追究的对象。
在证据制度方面，欧洲君主专制国家实行法定证据制度；我国则实行“以五声听狱讼”，主要由法官
个人决断。
纠问式诉讼结构是国家权力强化在诉讼中的反映，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现代西方国家，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非对抗）诉讼结构，以英国
、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
职权主义诉讼结构是在对纠问式诉讼进行根本改革并在吸收弹劾式诉讼某些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主要特点是，强调法官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
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法官可以依职权主动讯问被告人、证人，并可以采取必要的调查措施，当事人
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和相互对抗，尤其是在审判阶段，控
、辩双方通过自行举证和交叉询问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而法官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在双方充分
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进行裁断。
　　尽管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结构呈现出许多差异，且这
种差异将会长期存在，但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和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一直处于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发
展过程之中。
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种融合日趋显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日本和意大利。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修改了刑事诉讼法，意大利在1988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它们在职权
主义的背景下融合了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的因素，形成了一种折中式（或称混合式）的诉讼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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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系列教材：刑事诉讼法（第2版）》具有以下特色：　　理论丰富：不
仅注释刑事诉讼法律，而且注意阐释刑事诉讼理论。
并在总体上对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刑事诉讼原理等基本理论问
题进行阐释。
　　体系完整：既注意在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概括与归纳，又注意系统介绍刑事诉讼法学
学科体系。
　　资料新颖准确：关注我国及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最新发展，同时强调资料的准确严谨。
　　形式求异求变为了便于读者阅读。
理解和深入思考，每章均用案例引出问题，并列出思考问题和有关典型案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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