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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业法律风险，并不是一个新的名词。
而关于企业法律风险的研究，我也听到和看到一些，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
但是，很多还处于起始研究阶段，或者仅仅是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的研究，或者仅仅是立足于法律人的
视角进行的研究。
　　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了由一位资深律师带领的团队完成的《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研究报告》，以
及陆续出版的系列图书，在这份长达20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中，我仿佛看到了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研究之
“软科学”体系已经初步创建。
这对于我们的法律界和企业界，都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那么，为何这么一个紧迫的课题研究，到今天才问世呢？
　　我想，从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职业壁垒说起，或许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以往，我们看到了，也参加了太多的“法律人”之间的研讨会或交流会。
当然，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太多的企业家或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的研讨会或交流会。
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却很少看到上述二者之间的真正交流和研讨。
这就是职业壁垒。
　　事实上，上述二者确实需要真正的交流，并且还应该碰撞出“火花”来！
因为，这是一个“法商结合”的时代。
从一定程度上讲，“法”只有在“商”中才能发挥作用和进一步完善，而“商”只有在“法”中才能
得以合法、安全和进一步健康发展。
　　可能，正是由于这一职业壁垒，导致很少有人能够兼顾“法”与“商”的综合研究，也由此导致
有关企业法律风险的研究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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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教育部法学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及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为依据编写，是一本制式规范、
写作精良的法学教材。
　　在内容上，本书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章、司法解释为主要依据，结合境外先进立法例与我
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以二十五章的篇幅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制度架构作出了全
面、系统的梳理与诠释，充分反映了刑事诉讼法领域的最新规定与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同类教材中，本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一是重构核心概念，在国内首次将刑事诉讼定义为“
查明犯罪、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活动”，明显区别于“刑事诉讼是揭露犯罪、主宰犯罪、惩罚犯罪
的专门活动”的传统概念，从而对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在具体章节上，既系统阐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又完全涵盖司法考试大纲的内容；特别是于
每章章后设置“思考与训练”，以思考题、选择题、案例分析题（含司法考试真题）等多种形式，引
导读者思考并把握司法考试的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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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著作有：《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中国司法原理》、《中国司法制度》、《中国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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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概述第二章 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第三章 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第四章 刑事诉
讼中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第五章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第六章 管辖第七章 回避第八章 辩护
与代理第九章 刑事诉讼证据第十章 刑事诉讼证明 第十一章 强制措施第十二章 附带民事诉讼第十三章 
期间、送达第十四章 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第十五章 立案 第十六章 侦查第十七章 起诉第十八章 刑事
审判概述第十九章 第一审程序第二十章 第二审程序第二十一章 死刑复核程序第二十二章 审判监督程
序第二十三章 执行第二十四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第二十五章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
制度主要参考书目本书常用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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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概述　　导读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以及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与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关系，刑
事诉讼的若干基本理念和基本范畴；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法的概念　　（一）诉讼　　在汉语中，“诉讼”一词最
初是分开使用的。
许慎《说文解字》认为：“诉，告也”；“讼，争也”。
把诉和讼两个词合起来，其意为一方控告，另一方进行争辩，而双方的是非曲直之争通常是在官府的
主持下得以解决的，因而在我国诉讼又称为“打官司”。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特定的程序解决当
事人之间的纠纷或争议的活动。
由此可见，诉讼的构成要素包括：（1）主体，即原告、被告等当事人和国家司法机关；（2）客体，
即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标的或讼争的事项；（3）内容，即原告起诉、被告争辩，国家司法机关调查、
审理和裁断纠纷或争议的活动。
　　在拉丁文中，诉讼为processus，英文为procedure，process，proceeding，均含有活动过程、程序或
手续的意思，强调诉讼具有特定的活动形式和严格的操作规程，必须遵循法定的手续、步骤、要求和
方法，即诉讼的法律程序。
违反法律程序则可能导致诉讼无效或产生于己不利的后果。
　　根据诉讼所要解决的实体问题的不同和因此而产生的诉讼形式的差异，诉讼一般分为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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