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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为公安专科院校非法律专业的刑事诉讼法教学而编写的。
公安专科院校的刑事侦查专业、经济犯罪侦查专业、毒品犯罪侦查专业、刑事技术专业、公安专业、
治安管理专业（承担95类刑事案件侦查任务）等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其毕业后大多是直接从事公安刑
事执法一线工作的。
因此，他们在刑事诉讼法方面的知识需求，与普通高校非法律专业的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与普通
高校和公安院校法律专业的学生相比也不完全一样，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侧重，更多地侧重于刑事证据
、强制措施、立案、侦查、移送审查起诉等贴近公安刑事执法实践的内容，并注意这些内容与刑事侦
查学、刑事证据学的结合和衔接；限于专科层次的培养目标、课时安排和教材本身的篇幅，对刑事诉
讼的有关理论、刑事审判程序和执行等方面的内容只能作一定的压缩和删减，以更好地适应公安刑事
执法的实际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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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一、诉讼　　诉讼，从词义上说，“诉，
告也”，“讼，争也”。
在中国古代，刑事案件称“狱”，办理刑事案件称“断狱”，《唐律》中就有《断狱》篇。
元代刑律《大元通制》开始以《诉讼》作为篇名，但其内容规定的是控告犯罪的有关问题，与现代意
义上的“诉讼，，不完全相同。
中国近代使用的“诉讼”、“刑事诉讼”，是清末从日本直接引进的。
诉讼就是因某种纷争原告对被告提出告诉，由专门机关进行裁判的活动。
诉是形式，讼是内容，相辅相成。
没有“纷争”这一内容，就不会有“告诉”这一形式，即便出现了“告诉”的形式，如果没有“纷争
”的实际内容，“告诉”也就缺乏实际意义，专门机关也不会受理。
从诉讼参与的人员看，由控诉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三方面人员构成。
“诉讼”英文为Procedure，意思是向前推进、过程、程序。
诉讼法（Procedural Law）可直译为程序法。
因此，“诉讼”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由原告、被告和裁判者构成基本诉讼主体的活动；二是一
系列不断向前推进的程序化活动。
　　按照诉讼程序的特征，诉讼可以划分为控告式（或称弹劾式）诉讼，纠问式（或称审问式）诉讼
，混合式（或称审问辩论式）诉讼。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诉讼形式又有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之分，不过，两种诉讼程序在互相吸收，取长
补短，“尤其是大陆法系各国，对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吸收，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
”按照诉讼任务和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可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种。
　　二、刑事诉讼　　刑事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为实行刑罚权，在专门
机关的主持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查明犯罪和追究犯罪的全部诉讼活动。
就诉讼活动的主体而言，目前在我国，包括代表专门机关的公安机关（含有侦查权的其他机关）、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就诉讼行为和程序而言，包括立案、侦查、起诉
、审判、执行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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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