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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案例解读》

前言

　　实现公平正义，是现代法治社会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现代法治的重要内涵，是不仅要有公
平正义的结果，还要有实现公平正义的过程。刑事诉讼法就是保证打击犯罪程序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
。　　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刑事诉讼法占有重要地位，是现代国家法治发展水平和人权保障程
度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上有犯罪存在，就必然要有追究犯罪和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
存在。在倡导公力救助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对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法律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由于刑事诉讼是一种国家活动，涉及到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几乎宪法规定的有关公民的政
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在刑事诉讼中都会涉及到。正因为如此，在法学界，刑事诉讼法素有
“小宪法”之称。　　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1996年作了第一次“大修”，至今已有十
六年。期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入宪，这对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提出了与时俱
进的修改要求。而且，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引起社会广泛影响的冤假错案暴露出了《刑事诉讼法》的诸
多缺陷，更凸显修法的迫切性。为此，根据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时隔十六
年后，《刑事诉讼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决定》共111条，对1996年
《刑事诉讼法》修改和增加共140多处，条文数由225条增加到290条。其修改内容可归纳为八个方面。
（1）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制度关系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将“尊重和保障
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既有利于更加充分地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2）关于证据制度。证据制度是刑事
诉讼的基本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本次修改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
除制度；明确了证人出庭范围，加强对证人的保护。（3）关于强制措施。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
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本次修改进一步明确了逮捕条件和审查批准程序；适当定位监视居
住措施，明确规定适用条件；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4）关于辩护制度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本次修改明确了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5）
关于侦查措施。侦查是侦查机关为追究犯罪，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本次修
改重点完善了侦查措施，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6）关于审判程序。审判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
犯罪和判处刑罚的关键阶段。本次修改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完善了第一审程序；明确了第二审
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发回重审作出了限制规定；完善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死刑复核程序
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补充完善。（7）关于执行程序。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
造罪犯的重要规范。本次修改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强化了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的监督。（8）增加规定了特别程序。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设置了特定范
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设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设置了依
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此外，本次修改还对刑事案件证据种类、证明标准、举
证责任，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回避权，辩护人　　对阻碍其
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控告及处理机制，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期限，社
区矫正执行等规定作了补充完善。　　鉴于《刑事诉讼法》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该法修改决定通过后，如何宣传、学习和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为
此，我们专门组织了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审监庭、研究室、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国家法官学院等部
门单位部分资深法官和研究人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专家学者共同编写
了《最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丛书》。本丛书以2012年最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主线，结合现
行有效的有关刑事诉讼的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刑事诉讼中的理论和实务的问题作
了全面探讨。本丛书以体现立法原意、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突出司法实务为研究视角，集新《刑事诉
讼法》条文意旨、新设规则、法学理论、实务见解、域外制度之大成，具有作者权威、内容实用、体
系完整等显著特点，对于广大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者和社会公众学习、研究、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将有所裨益。　　当然，由于刑事诉讼理论博大精深，而且新《刑事诉讼法》刚刚
通过，还没有正式施行，实践中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加之本丛书成稿匆忙，撰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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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案例解读》

的知识和水平亦有限，因此，我们提出的观点仍然是一家之言，错误缺漏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谨识　　二O一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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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案例解读》

内容概要

《新刑事诉讼法案例解读4》由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共同主编
。《新刑事诉讼法案例解读4》是关于刑事诉讼法的案例教程。通过案例解读的方式，使读者能够直
观了解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司法适用中的重难点问题，具有很强的实务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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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 军：男，1956年10月生，汉族，山东博兴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获刑法学硕士学位，现
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正部级）、副院长。
陈卫东：男，1960年7月生，山东蓬莱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
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律师业务研究所所长。1979年考入中
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诉讼法学研究
生，1986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之后攻读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助教、讲师 、
副教授，1997年晋升为教授。2012年12月4日，陈卫东入选2012年度法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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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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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会见权等辩护权适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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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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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辩护人有权要求控方提供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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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控方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黄某“故意杀人”等案中控方承担证明不力后果，
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法律适用剖析
九、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东棉坳血案”等案中强迫他人自证其罪导致
错案的法律适用剖析
十、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具体化
——朱某故意杀人、盗窃等案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剖析
十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余祥林“故意杀人”等案中因非法取得的证据未予
排除而导致错案问题剖析
十二、加强证人的保护
——刘桂安故意杀害证人等案的法律适用剖析
十三、取保候审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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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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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某诈骗等案中的法律适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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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监控与检查
——卡恩性侵案中采用电子监控方式监视居住问题剖析
十八、逮捕条件的细化
——石某错误逮捕等案的法律问题剖析
十九、拘留时必须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乔某被拘留后侦控机关未及时通知家属的法律适用
问题剖析
二十、逮捕的必要性审查
——“躲猫猫”案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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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剖析
二十一、变更强制措施
——邓玉娇“故意杀人”等案中变更强制措施问题剖析
二十二、侦查期限内未办结的，应当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隋洪建等故意伤害案中侦查期限届满未被及时释放
问题剖析
二十三、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
——黄传辉故意杀人案中赔偿后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
法律适用剖析
第二编 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一、当事人等可以对司法侵权行为进行申诉或控告
——赵作海“故意杀人”等案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剖析
二、应在看守所羁押和讯问
——王会侠等案中未在看守所讯问导致被讯问人死亡的
法律适用分析
三、讯问的时间、饮食、休息限制
——杜培武“故意杀人”等案中侵犯犯罪嫌疑人饮食和
休息时间等问题剖析
四、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可以从宽处理
——曹刚盗窃案未告知如实陈述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
适用剖析
五、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
——黄国辉等案中讯问时录音录像的法律适用剖析
六、“鉴定结论”实为“鉴定意见”
——李逢春等案中鉴定“结论”错误导致发生错案问题
剖析
七、侦查技术措施的强化与完善
——温梦杰等案通过技术侦查手段破案的法律适用剖析
八、检察机关讯问嫌疑人及听取辩护人意见
——孙万刚等案的法律适用剖析
九、起诉时卷宗材料和证据应全部移送人民法院
——陈永军抢劫、故意杀人案移送起诉材料问题剖析
十、完善不起诉的条件及其适用
——胥敬祥“抢劫”等案中没有犯罪事实应作出不起诉
决定的法律适用剖析
第三编 审判程序
一、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冯某开设赌场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二、人民法院在庭前准备程序中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听取意见
——“国内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三、警察对其执行职务时目击或者了解的犯罪等情况有义务
出庭作证
——美国“世纪审判”中警察出庭作证等程序适用剖析
四、人民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
——歌手满文军指控妻子吸毒等案剖析
五、庭审中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
提出意见
——美国前总统里根遇刺案中控辩双方邀请专家证人出庭发表
意见等程序适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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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彭玉芳不认罪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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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原审因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后被再次
提起上诉或者抗诉的案件，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裁决，
不得再发回重审
——余祥林“杀妻”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十一、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上诉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
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北京贾秀军受贿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十二、死刑复核程序的特别规定
——黎景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不予核准死刑、
发回重审等案程序适用评析
十三、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及相关规定
——李昌奎再审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十四、再审程序中上级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时，
应当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法院审理案件
——连怀玉故意伤害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第四编 特别程序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
——未成年人王某附条件不起诉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特别程序
——杜江故意伤害等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程序的
适用剖析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重大犯罪案件违法
所得的没收程序
——杨秀珠外逃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四、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杨义勇故意杀人等案程序适用剖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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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人权保障。人权的本质在于尊重人作为人的尊严，国家有义务保障所有个体享有人作为人
所具有的尊严。由于羁押场所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密不可分，羁押措施本身就极易造成
对被羁押人的人权侵害，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行为经常发生，看守所是预防刑讯逼供等侵
犯人权现象的重要场所，有助于解决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羁押后的讯问只能在看守所内进行，一旦
进入看守所，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实际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由于看守所讯问室的内部设置会将
讯问人与被讯问人之间进行有效隔离，大多数的讯问都安排了录像探头，且处于看守所看守人员的监
督之下，法律压缩犯罪嫌疑人在办案单位控制下的时间，讯问的外部环境使得民警难以实行刑讯逼供
，遏制打骂、体罚、虐待嫌疑人现象，有效地避免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行为发生。 3.明确讯问地点
，避免犯罪嫌疑人处于侦查机关的“完全控制下”，发生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按照1996年《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被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其所在市、县内指定地点或其住处
进行讯问，原先对于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地点没有规定。由于讯问活动是对嫌疑人人身自由
的一种限制，因此，有必要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地点作出明确的规定，避免“指定地点”指向不明的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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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刑事诉讼法案例解读4》以体现立法原意、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突出司法实务为研究视角，具有
作者权威、内容实用、体系完整等显著特点，对于广大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者和社
会公众学习、研究、适用新《刑事诉讼法》将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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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案例解读》

精彩短评

1、网上购书就是觉得方便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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