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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与这样的一个宏伟目标相适应，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蓬勃发展，截至2006年，全国已经成立
了法律院校600多所，在读大学生数十万人（尚不包括大中专及夜大、成人教育的学生人数）。
应该承认，我国法学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等
方面的问题。
因而，积极推进教学方式改革，促进法学课程体系的完善，努力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法
律人才，已经成为法学教育界的共识。
为达成此种目的，法学教育中的课程建设及其相关的教材编写，在当前法学教育大调整的格局中显得
尤其重要。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特组织福建省各高等法律院校的主要学术骨干编写了这套教材，各部教材的主编
均是福建省高等学校法学院的主要学科带头人。
例如，《国际经济法》主编廖益新教授、《民法总论》主编蒋月教授、《环境法》主编陈泉生教授、
《宪法学》主编朱福惠教授、《刑法总论》主编陈晓明教授和《法理学》主编宋方青教授等，都是在
本学科领域颇有建树，得到同行认可并深受学生喜爱的优秀教师。
其他参与教材编写的也都是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具有良好的法学教育背景，许多人兼通中
西法学。
由于众多优秀教师参与编写，使这套教材的质量有了可靠的保障。
　　厦门大学法学院在编写这套教材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厦门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法科的高校之一，从事法学教育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法学院在1986年即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获得法学博士授权一级学科，现设有
国际法、经济法、民商法、宪法与行政法、诉讼法、法理学和刑法学七个博士点，拥有法学博士后流
动站。
国际法是国家重点学科，民商法、经济法、宪法与行政法是福建省重点学科。
在学科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法学院适应我国法制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
法律人才，成为我国重要的法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为了推动我国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厦门大学法学院联合福建省各主要高校的法学院系编写了这套教
材，其目的在于整合福建省高校法学教学资源，加强各高校法学教师的联系，总结教学经验，为福建
省乃至全国的法学教育作出更多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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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是从程序上解决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活动，它关系到社会最重要的价值——
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剥夺，并且它是在国家与个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紧张对立
的关系中推进的，在诉讼进行中，可能遇到尖锐的对抗和各种复杂的情况。
正是由于刑事程序所涉及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诉讼过程的复杂性和对抗性，以及程序的设定和运用
直接影响对刑事案件的实体处理，因此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设定对正确地推进诉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刑事诉讼法是调整刑事诉讼关系的法律，它虽然具有实现刑法目的的功能，但其本质应当是对司法官
员权力的制约，防止任何司法官员打着控制和惩罚犯罪的旗号滥用刑事追诉权。
    刑事诉讼法学是法学核心课程之一。
本书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依据，结合司法体制改革和刑事审判实践，阐述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主要
程序。
在注重基础知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力求体现最新的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动态，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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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成果《预审制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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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人类社会进人国冢时代以采，随看统治意识的增强，统治者们逐渐认识到无限制的私人复仇实
际上会破坏社会安定与利益。
因此，国家开始主动干预犯罪行为，统一行使对犯罪的惩戒权。
由此引发了人类社会司法制度的第一次变革，即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纠纷，国家审判代替了私人复仇。
这就形成了奴隶社会时期普遍存在的弹劾式刑事诉讼。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刑事诉讼制度。
　　所谓的弹劾式刑事诉讼，是诉讼理论上对盛行于奴隶制时期的诉讼程序上的各种特征所进行的概
括和总结。
“弹劾”一词原意是指调查和追究官方人员的不正当行为，并追究其责任。
但在这里最好理解为“告发主义”①，是指个人享有控告犯罪的绝对权利，国家机关不主动追究犯罪
，只承担居中判断是非的仲裁者的角色，因此弹劾式刑事诉讼又被称为控告式诉讼。
这种诉讼制度既盛行于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也实行于东方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
印度、古代中国等奴隶制文明古国。
虽然奴隶社会时期还没有单独的刑事诉讼法，但从迄今流传下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法律多是民刑合
一，而且已有一些关于刑事诉讼程序内容的规定了。
如最有代表性的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
以及我国西周时期的《吕刑》、《法经》等法典中都流下了这一方面的记载，从中我们了解到古代的
弹劾式刑事诉讼具有以下特点：　　1.虽然国家权力开始介入私人纠纷，国家审判代替了原始社会的
私人复仇，但在诉讼程序启动方式上奉行私人起诉和“不告不理”原则，这是古代奴隶制弹劾式刑事
诉讼的最显著的特点。
由于当时人类社会剐刚走出原始的愚昧，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社会分工粗略，国家机构并没有立
法、行政和司法之分，因此统治者在国家管理上也相当简单。
在对犯罪追诉的诉讼上，承袭了原始社会把犯罪视为侵犯被害人个人的行为，强调是否审判犯罪人得
尊重被害人的意愿，因此规定只有被害人或其他人提出控告，国家才能受理案件，即“不告不理”原
则，此种做法在古罗马时期称为“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
　　当然，随后一些奴隶制国家也逐渐意识到某些犯罪，尤其是严重犯罪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因此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把法分为“公法”与‘‘私法”，并与此相适应，把侵害国家或“公共
”利益的违法行为称为“犯罪”，把侵害个人人身和财产的行为称为“私犯”。
而与此相对应，诉讼划分为“公诉”和“私诉”（公共诉讼和私人诉讼）两种。
“私诉”是根据受害人的申诉对“私犯”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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