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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执业律师期间因见司法之弊而兴起出去读书的念头，求教于台湾大学的老师，他们在得知我对刑事诉
讼法有兴趣后，几乎都要我去美国深造，虽然他们都是留学德国的学者。
美国的刑事诉讼法是举世闻名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改写刑事诉讼法，几乎是完全移植美国法；德国被称为欧陆法系的代表
国家，其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及学术论著，也经常引用美国刑事诉讼相关判决；近来新兴的欧洲人权法
院判决中，更不时看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踪迹。
在美国读书时，虽然对刑事诉讼法最有兴趣，却发现这是最难掌握的一门课。
第一个原因是欧陆法与英美法的训练不同，欧陆法以法条直接教授学生，英美法却要学生自己从判决
中推演法律内涵。
欧陆法之法律体系严谨、结构清楚，一套法律条文就是一个圆融完整的生命体，鲜难发现有矛盾或疏
漏之处；美国没有一套全国性的刑事诉讼法典，法律的主要内容由无数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编织而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

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关于美国宪法刑事诉讼的判例集。
本判例集收录的判例都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在刑事诉讼宪法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
判例。
在美国，这些判例素有“大判例”的美誉，是美国宪法刑事诉讼的基本骨架和支撑。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对这些判例的翻译与评论，深化对美国宪法刑事诉讼各项具体制度的 理解。
    在判例的选择上，我们的标准是：该判例或者标志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立场的重大转折，或者体现
了关于某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或者明确了某重要法则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
    在翻译方法上，与美国法学院的Casebook不同，本丛书翻译的是未经删节整理过的判决全文，以期
可以直观地展现英美判例法的真实面貌。
    该丛书第一辑是关于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判例，分为三卷：搜查与扣押、令状原则的例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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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选择搜查扣押在我国，搜查扣押是一个颇受冷落的研究话题。
从立法规定来看，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搜查扣押的规定只有区区9条；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涉及
搜查扣押的修改只有两处：一是在第117条增加了关于授权侦查机关查询、冻结的规定；二是新增了
第118条，明确了返还被扣押物的具体时间。
立法的薄弱不仅没有激起理论研究的必要反思，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理论界对搜查扣押制度的漠视。
在方兴未艾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尽管侦查制度改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搜查扣押的改革问题
却远远未能引起各界的重视：有人乐观地认为搜查扣押的现行立法及其实践问题不大，有人则务实地
强调搜查扣押制度的改革尚未达到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迫切程度。
因此，与逮捕／羁押制度相比，有关搜查扣押制度的研究显得门可罗雀。
在过去5年间，审前羁押问题一直是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并为此前前后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理论
研讨会，但是，关于刑事搜查，迄今尚未看到有深度的理论研讨，更遑论学界蜂拥而上的红火局面。
其实，在有关强制措施的改革中，人们往往也会从司法审查／令状原则的角度，将搜查作为“对物的
强制措施”之一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化研究的视野。
但是，这种“捎带式”的研究，根本无法凸显刑事搜查自身的特点，当然也就不可能回答以下“中国
问题”：为什么必须将搜查置于与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同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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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个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而且，除非存在合理根据
、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拟欲搜查的地点和拟欲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签发司法令状。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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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令状原则的例外》：美国宪法刑事诉讼经典判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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