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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学》是“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法学核心课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从教师和学生的教学需求出发，力图突出以下特点：第一，内容丰富。
不仅注重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出精确的解释，而且从总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
了阐释。
第二，体系完备。
既注意在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概括和归纳，又注意系统介绍刑事诉讼法学学科体系。
第三，资料新颖准确。
关注我国及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最新发展，同时强调资料准确严谨。
第四，形式新颖。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和深入思考，在每章正文之前提出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并用案例引出相关问
题；在每章正文之后，不仅总结了各章的主要内容，而且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列出了一些重要思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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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及时发现错、漏，或从中发现新的线索。
（2）在起诉和审判阶段，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同其他证据比对，互相印证，有助于客观地
分析案情，作出正确的结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经查证属实的，可以用作认定案情的直接证据。
（3）口供对量刑也有一定意义。
根据供述与辩解的具体情况，可以确定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作为最后量刑时的参考。
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证明，绝不可夸大口供的作用，更不可盲目相信口供。
轻信口供是铸成冤假错案的总祸根。
迄今人们还往往不自觉地坠入轻信口供的误区。
常见的主要表现：一是有证无供不敢定案；二是有供无证轻率定案；三是供、证矛盾时按口供定案；
四是把正常的辩解视为“狡辩”和“抗拒”；五是为逼取口供不惜采用刑讯、欺骗、引诱等非法手段
。
这些都是不能正确理解口供作用的典型表现。
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同案犯口供的证明力。
对此，有必要强调以下两点：一是绝不能将同案犯的口供视同一般意义上的证人证言。
这两种证据形式，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证据效力而言，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可混为一谈。
二是同案犯之间不能互为证人，否则就容易导致违法取得口供和不正确地使用.同案犯的供述，仍然应
当看作是口供，而不能互为证人证言。
如果仅有同案犯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据以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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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法学核心课系列教材,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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