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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卞建林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合理吸收国内外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详细阐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制度和基本程序，力求系
统准确，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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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建林，男，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
代表性著作有：《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外国
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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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回避的种类、理由和人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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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刑事诉讼证明
第十三章 立案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立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
　第三节 立案的程序
第十四章 侦查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侦查行为
　第三节 侦查终结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第五节 补充侦查
　第六节 侦查监督
第十五章 提起公诉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审查起诉
　第三节 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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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复核、核准程序
　第一节 死刑复核程序概述
　第二节 死刑核准的期限
　第三节 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
　第四节 特殊案件的核准程序
第十九章 执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第三节 执行的变更与其他处理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
第二十章 自诉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提起自诉
　第三节 自诉案件的审判
第二十一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第三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第四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
第二十二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第二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第三节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重新审判
第二十三章 特别程序
　第一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节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三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四节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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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应遵循如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
民事上诉、抗诉案件，如果发现刑事和附带民事部分均有错误需依法改判的，应当一并改判。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对刑事部分提出上诉、抗诉，附带民事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如果发现
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中的民事部分确有错误，应当对民事部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抗诉，刑事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如果
发现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中的刑事部分确有错误，应当对刑事部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将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与刑事部分一并审理。
在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部分时，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
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进行审理，应遵守以下规定：对第二审自诉案件，必要时可以进行调解，
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
调解结案的，应当制作调解书，第一审判决、裁定视为自动撤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由人民法院裁
定准许撤回自诉，并撤销第一审判决、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调解结案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自诉案件，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予以释放。
在第二审程序中，自诉案件的当事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另行起诉。
 第二审程序中的裁判种类基本是符合诉讼原理和司法现状的，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第195条存
在一类判决：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
罪判决”，在针对一审作出的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进行第二审程序时，简单套用《刑事诉讼法》规定
的第二审程序进行裁判就面临难题了。
这类判决应当属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形，如果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
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只是程序的重复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如果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则会在无形中导致对被告人的定罪适用了一审终审制。
可见，立法在这一问题上的确存在疏漏。
对于给被告人定罪这一问题，违背两审终审制的规定，尚需考虑更为妥善的方法。
 四、上诉不加刑 （一）概念 所谓上诉不加刑，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仅有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
案件时，不得改判重于原判刑罚的原则。
也就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只有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以及二审发回原审法
院重新审判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上诉不加刑的核心是不得加重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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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法大学精品系列教材: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为中国政法大学精品系列教材之一，由卞建林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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