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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平正义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义与专题解读》中所有涉及我国法律均省略中华人
民共和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为《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为《刑法》；
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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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崇义，男，1940年11月生，河南内乡县人。
196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留校从教至今。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该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享有突出贡献政府津贴。
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检察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并兼
该会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警察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诉讼法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曾任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
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纪委培训中心等院校兼职教授。
 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法学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讲授“刑事诉讼
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学”等课程。
其科研成果丰硕，独著和合著作品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多部著作获教育部、北京市科研奖。
代表作有199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200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实施问题与
对策研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2003年出版的《诉讼原理》被教育部指
定为全国研究生专用教材，2004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获北京市社科二等奖）
，2006年出版的《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7年出版的《刑
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获司法部第三届全国优秀教材科研成果二等奖），2009年出版的《侦查
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获北京市社科一等奖）。
其编著的《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教材被司法部、教育部命名为高等院校法学国家级规划教材
和“十五”国家级教材。
其主编的《诉讼法学文库》，已出版80余本，着力于发掘青年才俊和推介高水平的诉讼法学研究成果
。
 在长期的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理论和实务研究中，樊崇义教授提出的许多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都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他早在1996年就提出的证明标准上的“法律真实观”，在2000年提出的“诉讼认识论”和“刑
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型”，2002年提倡的“刑事诉讼人本主义”，还有他倡导的实证研究方法，即侦查
讯问中的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等三项制度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司法实务走向科学，走向民主均有指导作用。
 樊崇义教授除不断推出学术成果和完善实证研究方法之外，亦经常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
近几年来，在由他主持与组织的“刑事审前程序改革国际研讨会”、“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国际研讨会
”，以及他参加的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法学实证研究方法研讨会”上，其发言和学术成果，都得到
海外学者与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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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义 框架结构和条文数量比对表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任务和
基本原则 一、第二条 【刑事诉讼法任务】  二、第十四条 【保障诉讼权利原则】  第二章 管辖 三、第
二十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第三章 回避 四、第三十一条 【回避适用对象的准用
性规定】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五、第三十三条 【委托辩护人】 六、第三十四条 【法律援助】 七、第
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 八、第三十六条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法律帮助权】 九、第三十七条 【
辩护人的会见通信权】 十、第三十八条 【辩护人的阅卷权】 十一、第三十九条 【辩护人申请调取证
据的权利】 十二、第四十条 【辩护人对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的告知义务】 十三、第四十二条 【辩护
人的禁止性行为】 十四、第四十六条 【律师保密义务及其例外】 十五、第四十七条 【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的控告申诉权】 第五章 证据 十六、第四十八条 【证据的概念和种类】 十七、第四十九条 【证
明责任】 十八、第五十条 【证据收集及其禁止性规定】 十九、第五十二条 【国家专门机关调取证据
和行政执法证据转化】 二十、第五十三条 【补强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 二十一、第五十四条 【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 二十二、第五十五条 【对违法取证行为的处理】． 二十三、第五十六条 【非法证据
排除的程序】 二十四、第五十七条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二十五、第五十八条 【非法证据
排除的证明标准】 二十六、第五十九条 【证人证言的质证】 二十七、第六十二条 【证人保护措施】 
二十八、第六十三条 【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 第六章 强制措施 二十九、第六十五条 【取保候审的适
用条件】 三十、第六十八条 【保证人的义务】 三十一、第六十九条 【被取保候审人应当遵守的规定
】 三十二、第七十条 【保证金的缴纳】 三十三、第七十一条 【保证金的退还】 三十四、第七十二条 
【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 三十五、第七十三条 【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 三十六、第七十四条 【监视
居住期限的刑期折抵】 三十七、第七十五条 【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的规定】 三十八、第七十六条 
【监视居住执行的监督】 三十九、第七十九条 【逮捕的条件】 四十、第八十三条 【拘留】 四十一、
第八十四条 【拘留的适用性规范】 四十二、第八十六条 【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 四十三、第九十一
条 【执行逮捕的要求】 四十四、第九十三条 【羁押必要性审查】 四十五、第九十五条 【强制措施的
变更】 四十六、第九十六条 【法定期限内不能办结案件的处理】 四十七、第九十七条 【强制措施法
定期限届满的处理】 第七章 附带民事诉讼 四十八、第九十九条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四十九、第
一百条 【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 五十、第一百零一条 【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方式和赔偿标准】  
第八章 期间、送达 五十一、第一百零三条 【期间的计算】 第二编 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第一章立案
第二章侦查 第一节一般规定 五十二、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法侦查的申诉与控告】 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
疑人 五十三、第一百一十六条 【讯问主体和讯问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地点】  五十四、第一百一十七条 
【讯问未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地点和传唤、拘传】 五十五、第一百一十八条 【讯问程序】 五十六、第
一百二十一条 【讯问录音、录像】 第三节 询问证人 五十七、第一百二十二条 【询问证人】 第四节 
勘验、检查 五十八、第一百三十条 【人身检查与生物样本采集】 五十九、第一百三十三条 【侦查实
验】 第五节 搜查 六十、第一百三十五条 【搜查协助义务】 第六节 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六十一、
第一百三十九 【查封、扣押财物、文件】 六十二、第一百四十条 【查封、扣押程序】 六十三、第一
百四十二条 【查询、冻结财产】 六十四、第一百四十三条 【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物品的处
理】．． 第七节 鉴定 六十五、第一百四十五条 【鉴定人义务与法律责任】 六十六、第一百四十六条 
【鉴定意见的告知和异议】 第八节 技术侦查措施 六十七、第一百四十八条 【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 
六十八、第一百四十九条 【技术侦查的批准决定】 六十九、第一百五十条 【技术侦查的实施】 七十
、第一百五十一条 【秘密侦查】 七十一、第一百五十二条 【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收集材料的使用与
核实】 第九节 通缉 第十节 侦查终结 七十二、第一百五十八条 【侦查羁押期限的重新计算】 七十三
、第一百五十九条 【侦查终结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七十四、第一百六十条 【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
诉】 第十一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 七十五、第一百六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
案件的拘留】 七十六、第一百六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的逮捕】 第三章 提起公诉 七十七
、第一百七十条 【审查起诉的程序】 七十八、第一百七十一条 【审查起诉及其补充侦查】 七十九、
第一百七十二条 【提起公诉】 八十、第一百七十三条 【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及不起诉案件的处
理】 第三编 审判 第一章 审判组织 第二章 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 公诉案件 八十一、第一百八十一条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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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案件审查】 八十二、第一百八十二条 【庭前准备程序】 八十三、第一百八十三条 【审判公开】 八
十四、第一百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八十五、第一百八十七条 【应当出庭作证
的证人、鉴定人的范围】 八十六、第一百八十八条 【强制作证和近亲属拒证权】 八十七、第一百九
十二条 【庭审调取新的证据和专家辅助人出庭】 八十八、第一百九十三条 【庭审内容和被告人最后
陈述权】 八十九、第一百九十六条 【宣判】 九十、第一百九十七条 【判决书】 九十一、第一百九十
八条 【延期审理】 九十二、第二百条 【中止审理】 九十三、第二百零二条 【一审审判期限】 第二节
自诉案件 九十四、第二百零六条 【自诉案件结案方式与审理期限】 第三节 简易程序 九十五、第二百
零八条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九十六、第二百零九条 【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九十七、第二百
一十条 【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和诉讼构造】 九十八、第二百一十一条 【简易程序中的权利告知】 九
十九、第二百一十二条 【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 一百、第二百一十三条 【简易程序的审理程
序】 一百零一、第二百一十四条 【简易程序的审判期限】 第三章 第二审程序 一百零二、第二百二十
三条 【二审审理方式】 一百零三、第二百二十四条 【公诉人出席二审法庭】  一百零四、第二百二十
五条 【二审判决与发回重审的处理】  一百零五、第二百二十六条 【上诉不加刑原则】  一百零六、第
二百三十二条 【二审审判期限】  一百零七、第二百三十四条 【涉案财物的处理】  第四章 死刑复核
程序 一百零八、第二百三十九条 【死刑复核后的处理】  一百零九、第二百四十条 【死刑复核的方式
】  第五章 审判监督程序 一百一十、第二百四十二条 【申诉理由】  一百一十一、第二百四十四条 【
指令再审】  一百一十二、第二百四十五条 【再审程序】  一百一十三、第二百四十六条 【再审强制措
施的适用】  ⋯⋯ 第二部分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专题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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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启动了，作为一名刑事诉讼
法学的专业工作者，笔者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十分兴奋。
因为已经盼了十年了，全国人大早在上一个五年就把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纳人了立法计划，由于种种
原因一直拖到了这一个五年，本届人大的最后一年，刑事诉讼法终于修改通过，作为一位从事刑事诉
讼法学事业的理论工作者，笔者当然是高兴不已，甚至有时还夜不入眠，思考着如何把刑事诉讼法修
改好，如何使刑事诉讼法达到正当、科学的水准。
为此，笔者撰写本章，从四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
 一、与时俱进，吃透国情。
修改要有针对性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3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的经验，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并着重指出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①的背景下而制
订和出台的。
当时针对的就是解决“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滥行逮捕拘留，侵犯干部和群众人身权利的严
重问题”。
②经过16年，1979年《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3月17日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将法条从164条增加到225条
。
这次大范围修改，是针对“刑事诉讼法实施16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发展，社会情
况有了变化，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反映出一些问题，需要总结实践经验，联系现代法制的
发展，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补充修改”。
③这次修订重点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完善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二是进一
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确立不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定罪，修改律师参与诉讼的时间，保障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三是完善庭审方式，并对职能管辖、免予
起诉等进行了修改；四是加强了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
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总结我们司法实践的经验，把成功的经验法典化，另一方面标志着我国民主
与法制的进程，要适应现代法制的进展，充分凸显程序的价值，尤其是关于“无罪推定”合理内核的
吸收，即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一个公民有罪，还有大大提前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和被害人
法定地位的变化，以及赋予被害人的各项权利等，在世界范围内反响强烈，西方媒体纷纷评论，中国
民主与法制的进程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举世瞩目”！
 刑事诉讼立法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继续坚持与时俱进
，吃透国情，做到修改要有针对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平正义之路>>

编辑推荐

《公平正义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义与专题解读》中释义与专题解读既适合普及刑事诉讼法
的需要，又适合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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