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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前言

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程序法。在现代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完善的程序法制和保障民主所具有的重要性
。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权力受法律的约束，这种约束使之不至对公民个人自由造成威胁和损害
。人民可以运用完善的程序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从而为这一权力的正当运作提供切实有力的保障
。当民主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程序的观念也必然深入人心，刑事诉讼法这一程序法在国家法
律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得以凸显出来。因此，刑事诉讼法被指定为各高等院校法学院必修科目之一。刑
事诉讼法内容的丰富，课程内容的庞杂，对于初次接触刑事诉讼法的同学来说会感到非常棘手。为了
使大家在学习中领略到这门课程的魅力，我们精心编写了这部《刑事诉讼法同步辅导与案例集》。本
书以龙宗智、杨建广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为蓝本，结合多部优秀的
，如陈光中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法》以及姚莉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法》等刑事诉讼法教材，并结
合了多部刑事诉讼法的经典著作和专门刑事诉讼著作的研究成果。《刑事诉讼法同步辅导与案例集》
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辅系列”中的一本，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配套辅导用
书，通过这套丛书希望达到以下目的：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本科知识。本丛书针对高校法学以素质教育
为主的特点，并结合应试需要编写习题，习题系统全面，覆盖所有重要知识点。帮助学生准备并通过
考研。精选重点院校2009年的考研真题，帮助学生了解及自测。帮助学生准备并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选择有代表性的司法考试真题穿插到每本书的各章的每个版块中，帮助学生了解司法考试的难度和形
式，为学生指明学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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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第2版)同步辅导与案例集》内容简介：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专业本科阶段的必修课与考
研、司法考试的核心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刑事诉讼法(第2版)同步辅导与案例集》集核心教材
同步配套辅导与应试（本科考试、研究生考试、司法考试）强化练习于一体；总结并综合分析各章节
的要点/重难点，针对各章节内容，精选精讲优质习题以及2008-2009年全国法律相关专业知名院校的研
究生、司法考试真题，帮助广大学子更好地更有效率地掌握该门课程。我们希望通过同步辅导与练习
，帮助和促使同学们切实的掌握本学科的知识，熟悉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并对一些学术前沿问题有所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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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本道：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诉讼法学系主任，湖北省诉讼法学会理
事。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律师法学的教学和研究。主编和参编了《律师与公证法学》、《律师法
学》、《刑事诉讼法学》、《企业权益法律保障》等七部著作，在《法商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行
政附带民事诉讼有关问题探讨》、《论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立法完善》、《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
取证权的法理分析》等二十余篇文章，主持和参加了《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研究》、《法学教育中的案
例教学研究》、《抗诉制度研究》、《律师制度研究》等六个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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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刑事诉讼结构（1）刑事诉讼的结构是指控诉、辩护和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组合方式和
相互关系。它是刑事诉讼的基本框架，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的不同地位以及国家权力与
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整个刑事诉讼的基本运行态势。刑事诉讼结构又称刑事诉讼构造、刑事
诉讼形式或刑事诉讼模式。（2）刑事诉讼的结构受到刑事诉讼目的的明显制约。刑事诉讼的目的不
同，必然在刑事诉讼的结构上反映出来。在偏重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往往享有较大的权
力，而在偏重保障个人权利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则被赋予较多的程序性权利。同时，
目的的变化和调整，也必然要求在诉讼结构方面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但刑事诉讼目的不是决定刑
事诉讼结构的唯一因素，目的观基本相同的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在结构上仍然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别
。一般认为，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弹劾式诉讼和纠问式诉讼两种类型的诉讼结构，现代西方国家的刑
事诉讼结构主要有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结构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结构两种。【难点辨析】刑事诉
讼的两重结构理论：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刑事诉讼的线形结构。这种分类的依据在于国家权力与个
人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称比。在三角结构中，法官中立，作为社会纠纷的仲裁者的面孔出现，与作
为国家代表出现的检方和被追究的被告在法律上等距离，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同时，控、辩平等，积
极对抗。整个诉讼进程由作为当事人的控、辩双方主导，法官消极、被动，不作主动的法庭调查。反
之，线形结构中，法官、检察官都是国家的追究犯罪的力量，双方关系密切，配合多于制约。控、辩
双方权利明显不平衡，控方拥有广泛的权力，辩方则受到诸多限制。在审判中，法官积极主动，审判
过程由法官主导并推动。从两重结构的利弊比较来看，在实现刑事诉讼双重目的——惩罚犯罪与保障
人权方面，各有优劣，不能简单予以肯定或否定。一国刑事诉讼结构的选择，与该国刑事诉讼目的的
确立有密切关系。在刑事诉讼目的与刑事诉讼结构的关系中，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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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第2版)同步辅导与案例集》：著名法学专家、武汉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昌先生亲任丛书总
顾问国家重点大学“双师型”(教师＆律师)团队亲自操刀、精华呈现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模拟课程
教辅系列·法学专业考研指定参考书法学专家、重点大学教授、知名律师事务所推荐参考书权威 经典
实战助广大学子在考研、司考大军中脱颖而出！顺利、轻松实现理想！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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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仅有同步辅导习题，还有考研真题，我觉得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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