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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
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必备的法律知识应当成为人们尤其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和掌握法
律法规，对于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党和国家致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对培养法律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我国法学专业的教材建设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为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具体实施提供了
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制约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的教材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法学教材理
论与实际结合的程度不够，尤其表现在高职高专法学教材中。
　　为了适应法学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和总结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方法和经验，针对当
前绝大多数法学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了全国几十所大学共同编写了“21世
纪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精品教材”。
这套教材分为本科和高职高专两个系列，内容涵盖了法学的全部学科，系统性强；囊括了最新立法成
果、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前沿热点问题，贴近时代发展，做到了理论性与实用性的较好结合。
这两套系列教材堪称系统工程，其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在法学教材建设中首屈一指；在知识系统
的完整性、理论观点的稳妥性、引用资料和法规的准确性以及文字表达的规范性和可读性等方面都达
到了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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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法律部门。
在古老的法律典籍中，与刑法一道占有着非常突出而重要的地位。
在西方，伴随着17、18世纪成文法运动的兴起，刑事诉讼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各国如雨后春笋
般诞生。
相比之下，我国的这一进程要晚得多，19世纪末西法东渐和清朝修律变法，将千年诸法合体的胞衣冲
破。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动荡中，刑事诉讼法也经历了诸多的艰难曲折。
我国于1979年才制定了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1996年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沿用至今。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程序法一直被当作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和手段而处于附属的地位。
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而轻程序，不遵守程序法甚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十分普遍。
只是近十多年来，由于法律程序对于实现法治、保障民主的重要性，程序法才逐渐被人们所广泛认知
。
法律程序被认为是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分水岭，甚至有人说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法律程序的意义在于为公权力划定行为的边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滥用，避免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自
由造成威胁或伤害，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体现法治的精神。
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正当程序革命，已将程序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传
统大陆法系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因关乎人权、自由而与宪法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职权活动，打击犯罪，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刑事被害人及其他公民正当权益的基本法，其根本的价
值目标是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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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概述　　二、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　　根据所要解决的社会冲
突的不同属性，诉讼大体上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种形式，每一种诉讼形式，除了具
有诉讼的共同本质外，还具有这种类型诉讼所特有的性质。
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犯罪，
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
刑事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刑事诉讼指从起诉到审判期间的诉讼程序，尤其是以审判为中心。
广义的刑事诉讼还包括侦查程序和执行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广义说，其全过程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阶段。
　　2.特征　　（1）刑事诉讼是法定的国家机关（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
动。
　　国家的刑罚权产生于抑制社会越轨行为、维护正常统治秩序的国家基本职能。
刑事诉讼不是单纯寻求个体权益的救济，而是为了公正的处罚和有效的矫正，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
序。
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
这一特征使它在诉讼形式及程序上与其他诉讼相比有着重大区别。
　　（2）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动用具有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所谓“主动性”，是指刑事诉讼通常采取国家调查（侦查）和国家公诉的方式主动发动，从而区
别于民事和行政诉讼是由有关的社会个体发动；所谓“普遍性”，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从案件调查，
到诉讼准备，到提起诉讼，再到裁决和执行，都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而且在诉讼的每一阶段，都
可能涉及国家权力的广泛使用；所谓“深刻性”，表现在国家权力的行使不是停留在诉讼的表面，而
是深入其中，尤其表现在国家强制力量的使用，包括对人的强制，即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对物
的强制，即扣押、搜查、强制性检查等。
因此，可以说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量的广泛使用，是刑事诉讼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而刑事诉讼的这一特征是基于它的特殊性质和任务的要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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