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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可著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研究》着力于研究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
并对与客体相关的诉讼制度与司法实践加以探讨。比较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的表现形式“公诉事实”和“诉因”，联系“审判对象”，阐释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的外在形式。
分析认识、证明与诉讼的关系。提出了定罪量刑证明三段论，对刑事诉讼的实质加以探索。分别探究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内在实质，继而对客体的内在实质进行整体概括。
本书定义了程序性裁判引发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一“程序性裁判（程序法事实裁判）法律关系”
，提出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一“程序法事实客体”，对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的外延进行了
再探索。从控审分离、客体变更、重复追诉以及证明与诉讼（审判）关系这四个要素出发，分析刑事
诉讼法律关系客体与刑事诉讼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客体的内涵和外延，研究中国法中的一系列起诉问题和审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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