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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之一，由陈光中、徐静村任主编，卞建林、宋英辉任副主编，各位撰稿人都
是活跃在教学研究第一线的教师，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
本书现在是修订后的第四版。
本书分为五编：绪论；总论；程序论；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刑事诉讼；刑事诉讼国际准则，5编30章
，在第三版的基础上新增“刑事证据规则”和“台湾地区刑事诉讼”两章，其他章节内容也作了一些
修改，重点补充了新修改和新颁布的法律与司法解释，如《律师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
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等。
此外，为了更加适应教学需要和学习阅读，第三版在每章内容前、后分别增加了“本章重点内容”和
“思考题”、“拓展阅读书目”，并在正文中适当增加了简短的典型案例，同时对第二版中的一些技
术性错误也作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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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委员、法学学部召集人之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法学评议组副组长。
代表作有《陈光中法学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  （主编）、《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
最新发展》（主编）、《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主编）等。
徐静村，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精品课程刑事诉讼法学负责人、国家级重点学科诉讼法学学术带头人，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
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诉讼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
代表作有《律师学》、《走向法治的思考》、《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
法理由》、“《吕刑》初探”、“走向程序法治：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宪政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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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沿革　　第三章　刑事诉讼理论基本范
畴第二编　总论　第四章　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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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证据的一般理论 　　第十章　刑事证据的种类 　
　第十一章　刑事证据规则 　　第十二章　强制措施 　第十三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十四章　期间
与送达 　第十五章　刑事诉讼的中止与终止第三编　程序论　第十六章　立案 　第十七章　侦查 　
第十八章　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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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第二十三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二十四章　刑事赔偿程序 　第二十五章　涉外
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司法协助 　第二十六章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 第四编　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区刑事诉讼　第二十七章　香港地区刑事诉讼 　第二十八章　澳门地区刑事诉讼 　第二十九章　台
湾地区刑事诉讼 第五编　刑事诉讼国际准则　第三十章　刑事诉讼国际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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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指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存在形式或载体。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有以下几种：1.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及其活动原则、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也是制定一切法律的根据。
刑事诉讼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第1条明确指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首先，刑事诉讼法是根据宪法规定的带有根本性的内容而制定的，如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第l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3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5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
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
犯罪分子”（第28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3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37条）等。
其次，宪法规定了一些与刑事诉讼直接有关的条文，如“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
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37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
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第125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26、131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第135条）。
这些条文成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或基本原则，并相应地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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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第4版)》：高等政法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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