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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选择刑事诉讼原理与制度探索这样一个题目，对于我来说，既是一个尝试，更是一个挑战。
说它是尝试，是因为我们在关注刑事诉讼改革与完善的同时，需要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和只极地进行
诉讼理论的创新，为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提供理论支掌。
说它是挑战，是因为本人的理论水平极为有限，对刑事诉讼原理这样一个基础性课题的研究总感到力
不从心，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尽管质量不高，但多少还有点成就感。
    本书是一部以刑事诉讼原理与制度的研究专著，全书对刑事诉讼原理与制度进行了深度的探索，内
容涉及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刑事诉讼原则和制度的探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探
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文化思考等，适合法律理论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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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斌，1967年生，安徽霍邱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法学系教师，主要从事诉讼法学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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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公开审判与新闻报道问题公开审判与新闻报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一个是法学理论与实践问
题，一个是新闻学理论与实践问题。
然而，两者又具有密切关系。
原则上，凡是公开审判的案件，都可以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报道。
然而，新闻媒体在对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报道时，有一些不易把握的问题，值得研究。
近些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大声疾呼下，法院的公开审判已经有长足的进步。
特别是1998年4月15日，肖扬院长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
监督，要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
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
行公开审理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
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并在
必要时进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
在推行审判公开过程中，庭审直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对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件进行的电视实况直播，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虹桥案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电视直播庭审案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这一举措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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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积存多年的写作欲望终于在这10个多月中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宣泄。
1989年7月我从安徽农业大学毕业后，被组织安排到公务员的岗位上，从事近10年的政法工作。
虽然大学阶段学的是农科专业，但全新的职业却让我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为了提升自己的法律水平，培养自己的法律品格，我一方面系统地自学大学法学课程，另一方面结合
自身工作对我国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进行不断地思考和摸索，并萌发了理论创作的念
头。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尤其是自身能力的不足，这种念头在当时只能暂放一边。
我深知法学理论的创作和创新需要深厚的法学理论做铺垫、广博的人文知识做支撑并需要勇于探索，
敢于挑战自我、挑战权威的精神，而这些基本素质都只能通过正统法学学府深造才能获得。
1997年，我开始着手准备考研，经过几年的艰辛准备，2000年，我终于如愿以偿。
安大法学院3年的研究生学习对于已经30出头的我来说，机会非常难得，也为我昔日著书之梦的实现创
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这3年里，我从李学宽、王圣扬、余经林等诉讼法学专家那里学到了全面而又精深的诉讼法学理论
。
依托安大法学院丰富的法学资源，我开始了广泛涉猎诉讼法学资料、深入思考我国现代刑事诉讼中重
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为该书的写作勾勒轮廓、布局谋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原理与制度探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