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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以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为依据，对整部刑事诉讼法全面阐述，立意在于通过对
刑事诉讼法原理、内容和实践问题的介绍，服务于刑事司法实务的需要。刑事诉讼法重在通过程序的
设置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不被恣意限制、剥夺，个人的尊严不受践踏。《刑事诉讼法》
力求揭示刑事诉讼法背后不同价值的选择，其引人入胜之处在于看似枯燥的条文背后的价值取向，诉
讼规律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各种不同价值选择背后人们对国家功能、政府权力、个人自由、秩序与效率
的不同认识。《刑事诉讼法》不囿于为现行法律条文提供一个注释文本，而是阐发刑事诉讼规律与原
理，并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依据。《刑事诉讼法》在吸收同类教材优点和通说的基础上
，力图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创新。注重在内容选择上详略得宜，陈言务去，挖掘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难
点、疑点问题，运用诉讼原理和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加以诠释，《刑事诉讼法》成为刑事司法的指南之
作。在形式上，以列表、图示、对比、考源等方式，使《刑事诉讼法》内容更便于学习和检索，力求
突出特色，体现教材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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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作者简介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1989年本科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992年和200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
研究室、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出版个人专著《司法竞技主义——英美诉讼传统与中国庭审
方式》、《刑事司法体制原理》、《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教材《刑事诉讼法通义》、
《证据法要义》，随笔《法律皇帝的新衣》、《法律稻草人》，论文代表作为《从消极到积极的实质
真实发现主义》、《认识相对主义与诉讼的竞技化》、《窦娥的“二度遇害”》、《阿Q之死的标本
意义》、《法学之殇》等。曾获司法部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法学会全国第一
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法学会全国第六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
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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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诉讼和刑事诉讼第一节 诉讼第二节 刑事诉讼第三节 刑事诉讼的本质与特征第四节 现代刑
事诉讼的价值第二章 刑事诉讼法概述第一节 刑事诉讼法的含义与渊源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的地位第三
节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第四节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第五节 刑事诉讼法的效力第六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沿革上编 总则第一章 刑事诉讼主体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人民法院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第四节 人
民检察院第五节 公安机关第六节 刑事诉讼中的其他专门机关第七节 当事人第八节 其他诉讼参与人第
二章 刑事诉讼原则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法律的平等适用第三节 审判公开第四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
权获得辩护第五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第六节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第
七节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第八节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专属第九节 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第十节 人民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第十一节 定罪权专属于人民法院第十二节 保障诉讼参与
人的诉讼权利第十三节 依靠群众第十四节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章 管辖第一节 概述第
二节 立案管辖第三节 审判管辖第四章 回避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回避的人员范围、理由及种类第三节 回
避的程序第五章 辩护与代理第一节 辩护和辩护权第二节 辩护种类第三节 辩护人的法定责任、权利和
义务第四节 代理⋯⋯下编 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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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辩护是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而针对来自控诉方的攻击进行的一种防御行为，也就是
“刑事案件的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反驳对被追诉人的指控，提出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事实和理由，论证
被追诉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以及被迫诉人的程序性权利受到了侵犯，以维护被追诉
人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在我国当代刑事诉讼中，人们对于辩护的理解，不但包含审判阶段进行的
防御行为，也包括审前阶段的防御行为；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防御，也包括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委托的人代为进行防御。尤须指出者，辩护不仅包括就实体法方面进行防御，维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实体权利；也包括就程序法方面进行防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权利；还包括
就证据法方面进行防御，防止采证不当造成冤错案件。对于辩护的定义。法学界通行的说法是指包括
审前活动在内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的防御行为。本书亦采广义的辩护（
即通说），将辩护理解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
益，针对来自控诉方的指控，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和理由，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以及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程序权利的诉讼活动。不过，我
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定为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不称为“
辩护”，只称“提供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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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是中国法学教科书原理与应用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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