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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研究》由陈少林、顾伟和廖礼仲著，基于对刑事诉讼原则重要性的认识，本书专
门以此为研究对象，对刑事诉讼原则作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
既从应然层面研究了已得到我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也从实然层面探讨了尚未被我国法律
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看应该被规定且在国外运行的较好的刑事诉讼原则。
以前瞻性的观点，较好地做到了现实性与未来性相统一，国内运行的原则和国外通行的原则相统一，
对于全面掌握、理解刑事诉讼的原则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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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古代社会，由于国家权力本位思想占支配地位，因此，国家权力至上，个人权利必须服
从国家权力，维护公共或集体的利益就是国家权力得以存在的唯一目的。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为了维护集体和公共的利益，国家权力的行使可以任意限制或剥夺个人的权利
，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另一方面，个人权利毫无尊严和保障可言，当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时
，只能元条件地牺牲个人权利。
 近代以来，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人民主权”、“天赋人权”被人们所熟知，并在经过资产阶
级革命的洗礼后，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与国家权力相比，个人权利才是基础和本源，国家权力本身并
不能成为目的，它只是保障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手段和工具。
国家权力得以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保护个人权利，因而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
不能反过来侵害个人权利。
但是国家权力本身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因此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和制约。
由于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立法权最直接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法机关也是以国民代表的集
合体即人民代议机构的形象出现的，因此，最可靠和最可行的方案就是以发挥立法机关的作用来约束
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谢佑平等，2002）。
也正是基于此，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进一步提出了“法治主义”的思想，主张通过由立法机关制定
的法律对国家权力予以约束和限制，防止其过度扩张。
在刑事司法领域，追究犯罪、惩罚犯罪活动的实质就是发生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种权益冲突。
作为国家权力组成部分的刑事司法权与作为公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个人权利始终存在着冲
突与协调，正如前述提到的双刃剑，由于国家同个人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而言
始终是最大的威胁。
如果不对刑事司法权予以限制，任其扩张，无疑会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与自由带来极大的损
害。
并且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受到刑事追诉的可能，都有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可能，所以这种损害
其实是对全体社会公民而言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切身之感。
因此，要对国家刑事司法权予以限制就要贯彻“法治主义”，实现刑事司法权的法定化。
在实体法领域，“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成为全球所通用的刑法原则，“法元明文规定不为罪”、“法
元明文规定不处罚”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受此原则的限制，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在实体法领域受到了
很大的限制，从而使得公民免受任意的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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