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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得国家在经济、
政治、科技、文化、法制等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当今，全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但是，在前进道路上还不时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其中刑事犯罪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社会秩序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其他民主权利的严重危害，所以，我国
历来十分重视同犯罪作斗争。
鉴于犯罪往往是已经发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现时常常已时过境迁，犯罪分子又总是千方百计地想
逃脱法律制裁，因而总是要进行种种毁灭罪证活动，破坏、伪造现场，甚至制造假象，嫁祸于人。
况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犯罪变得越来越复杂，手段也变得越来越狡猾，涉域也越来
越广，不仅不断出现新的不易发现和难以查获的特点，而且其社会危害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又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主客观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会给人们乃
至同犯罪作斗争的国家专门机关发现犯罪、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公正地处罚犯罪分子造成更大的困
难。
但是，国家专门机关为了减少和消除这类社会不和谐因素，就需要准确、及时地发现犯罪、揭露犯罪
、准确及时地收集充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并且及时地予以应有的法律制裁，从而使得国家利
益、社会秩序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及其他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
也就是说，这项工作要求办案机关既不放纵犯罪，也不使无辜者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作到司法公正和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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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探讨为准确、及时打击犯罪又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刑事司法
理念，既要国家专门机关有充分的公权和保障，也要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享有足够私权和保障，两者
平衡是关键。
书中不仅从纵向和横向揭示了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
理论上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且提出了解决公权与私权配置和保障失衡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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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事诉讼是保障国家制定的关于犯罪和刑罚规范的刑法实施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而犯罪是对公民个人人身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最严重的损害，也是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因此，在我国，国家应当并需要赋予执行刑事法律规范的国家专门机关以充分的公权，并且应当及时
根据同犯罪作斗争和保护人权的客观情况不断变化的需要，适时完善刑法执行机关公权的配置，确保
能够最快、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
与此同时，在刑事诉讼中要不断完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维护其合法权益需要的私权的配置，实
现最大限度地防止公权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发生的偏差，一旦发生偏差损害公民正当合法权益时能够及
时得到补救，从而确保刑法正确实施，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中对案件决定立案或者不立案权、侦查权、决定是否对犯罪
嫌疑人提起公诉权、对被告人审判权、定罪权、判刑权、执行刑罚权等等公权，都有法定的载体。
它们主要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监狱。
由于这些国家专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分工不尽相同，甚至性质完全不同，职权也有这样或者那
样的差别，但均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
而刑事诉讼中的私权的载体，由于刑事诉讼的主体是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所以，他们是该诉
讼中私权的主要载体。
但是，不能不看到，诉讼当事人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包括辩护人、证人、诉讼代理人、鉴定人和翻译
人员，由于他们在法定条件下不同程度上参与刑事诉讼，因此应当拥有一定的、服务于完成刑事诉讼
任务需要的诉讼权利，从这一角度看，他们也是诉讼中某些私权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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