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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他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当事人通过诉讼的形式实现实体上的权利而形成的，各方所实施的
诉讼行为共同指向的对象是实现实体法的规定。同时，诉讼法并非依附于实体法，而是有其独立的地
位。因此，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诉讼活动不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诉讼法律关系，而应是以既判力为
终点的浮动的法律状态。法律（包括实体法和诉讼法）不是命令，而是应当由法官适用的判断标准。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只是抱有“法院可能会作出有利或不利判断”的期待，并且承受为避免法院作
出不利于自己的判决而进行各种诉讼行为的负担。②以前苏联学者为代表的静态观点。这一观点为我
国大多数学者所借鉴。前苏联刑事诉讼学者一般认为，所有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机关和个人，包括法
院、检察院、检察长、侦查人员、调查机关以及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民事原告人、民事被告人
、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都是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也都是刑事诉讼主体。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也就存在于这些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中。这一学说没有将控、辩
、审三方以诉讼职能为依据而产生的主要权利义务关系与一般的法律关系区别开来，没有将控辩审三
方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予以特殊对待。这与前述德国、日本的相关理论产生了分歧。  我国在借鉴
和吸收前苏联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由刑事诉讼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在诉讼中形
成的刑事诉讼参加者，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权力（权利
）、义务关系。这以对刑事诉讼进行“广义的理解”为逻辑前提。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相对于刑事
实体法律关系的一个概念，二者既存在联系，又有区别。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以刑事实体法律关
系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为前提，换言之，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对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保障和救济，刑
事实体法律关系则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这是二者的联系。同时，它们又是两种不同性质
的法律关系。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围绕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展开，即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
础上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有何罪、应否受刑罚、受何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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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详实，每章都有案例，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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