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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到2008年，伴随着国家的昌盛、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繁荣，我国的刑事法治事业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可以说，过去的30年，是中国刑事诉讼立法逐步走向稳定和成熟的30年，也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逐步
迈向繁荣和辉煌的30年。
刑事诉讼法学由此得以成为众多法学学科中繁荣发展、令人瞩目的主要法学学科之一。
其间许多基本的、重要的和疑难的问题，都在刑事诉讼法理论界和实务界进行了研究。
经过研究与争鸣，一些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也有不少问题仍在继续争鸣之中。
回顾30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总结其成就，反思其得失，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
要。
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经研究决定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刑事法学研究述评系列（包括
《刑法学总论研究述评（1978—2008）》、《刑法学各论研究述评（1978—2008）》、《国际刑法学研
究述评（1978—2008）》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1978—2008）》）。
本书作为其中之一，目的在于较为全面和客观地总结1978年至2008年30年来，尤其是1996年《刑事诉
讼法》修订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成果，便于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30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
究中的主要问题、争议观点及其论据，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状况，明确研究方向和重点。
为了保证本书的质量和及时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组织了精干学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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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目的，在于较为全面和客观地总结1978年至2008年，尤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我
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成果，便于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30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争议观点及其论据，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状况，明确研究方向和重点。
本书共分四编二十三章。
每章下设若干专题，均为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中成果显著且内容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涵盖我国刑
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进展与现状、广度与深度。
对于每个专题的探讨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概况，介绍各专题研究的发展过程，包括对
该专题研究发展的脉络和每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代表性成果，并视情况概括其研究特点，力求反
映出研究的阶段性问题，以明晰该专题在30年间理论研究的进展轨迹；第二部分系研究观点综述，力
求客观、准确、全面地介绍各专题主要涉及的问题特别是争议问题的观点，该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和主
要篇幅所在；第三部分为研究述评，力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各专题研究状况进行整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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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绪论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范畴关于刑事诉讼法学基本范畴，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在
参考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例如对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客体、刑事诉讼行为等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全面复兴以来，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范畴受到学者的关注，许多基
本范畴都有相应的研究专著出版，例如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结构、刑事诉讼价值等。
虽然学术界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范畴在许多方面尚有争议，但对刑事诉讼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
有力地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发展，对于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关刑事诉讼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刑事诉讼构造论》（李心鉴，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92年版）；《刑事诉讼目的论》（宋英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刑事审
判原理论》（陈瑞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
（锁正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刑事诉讼原理》（宋英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2007年第二版）；《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宋英辉、李忠诚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2004年版）；《刑事诉讼行为基础理论研究》、（邓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刑事诉讼主体论》（刘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刑事诉讼的双重结构辨析》（
龙宗智，载《现代法学》1991年第3期）；《刑事诉讼职能研究》（王洪祥，中国政法大学1992届博士
学位论文）；《转型时期的刑诉法及其价值论》（李文健，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刑事诉
讼文化研讨》（汪建成，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刑事诉讼客体论》（张小玲，中国政法大
学2004届博士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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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1978-2008)》为刑事法学研究述评系列之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