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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辩护技巧》，本书结合最新修订的刑诉规定了，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律师刑事辩护各个环节面临
的新问题、操作流程、风险提示，紧密结合实际操作，具有很强的操作指引性。包括律师如何做好出
庭辩护的准备、律师在法庭上如何向被告人发问、律师如何进行法庭质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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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永学，又名陈立，法学硕士。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高级保密师。在刑事辩
护、法律风险防范和争议解决领域有较深的造诣。
　　余斌，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专家说法网、北京专家律师辩护网创始人，法学硕士。
多次办理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及经济案件，任数十家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已出版个人法律专著：《胜
在法庭一打赢官司的50个关键与技巧》、《合同签订要点与风险防范》、《家庭常遇法律问题先知道
》、《最新劳动法专家解答》。主编《维权要点与技巧丛书》、副主编《办案要点与技巧丛书》等著
作数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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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我国刑事诉讼与刑事辩护制度
第一节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概念与渊源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与任务
四、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五、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六、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参与人
第二节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一、刑事辩护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沿革
第三节 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刑事辩护权
二、刑事辩护的种类和方式
三、刑事辩护人的责任、权利与义务
第四节 典型案例分析
1．在刑事诉讼中追诉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遵循哪些诉讼程序？
2．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遭到法院拒绝被告人以此为由提出上诉能否予以支持？
3．法院庭外调查取得的新证据是否需要进行质证？
4．见义勇为引发他人伤亡是否构成犯罪？
5．未成年人使用语言威胁和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少量钱财是否构成犯罪？
第二章 审前程序性辩护技巧
第一节 审前程序性辩护概述
一、审前程序性辩护的概念与依据
二、审前程序性辩护的主体与对象
三、审前程序性辩护的价值
四、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
五、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辩护权
六、逮捕适用的辩护
第二节 审前程序性辩护技巧
一、侦查阶段的辩护技巧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技巧
第三节 典型案例分析
1．在刑事诉讼中自诉案件能否作为公诉案件处理？
2．在刑事诉讼中派出所民警能否成为刑讯逼供的主体？
3．在居住地抓获犯罪嫌疑人是否移送犯罪地管辖？
4．法院依法撤销缓刑后检察院能否以生效裁定已确认的事实再行提起公诉？
第三章 庭审辩护技巧
第一节 第一审程序辩护
一、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辩护
二、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辩护
三、简易程序辩护
第二节 第二审程序的辩护
一、第二审程序的概述
二、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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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审程序的审判原则
四、第二审程序的审理
五、对上诉、抗诉案件审理后的处理
六、刑事上诉状的内容与制作技巧
第三节 再审程序的辩护
一、再审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二、再审程序的提起
三、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
四、提起再审程序的方式
五、再审立案与重新审判
第四节 庭审辩护技巧
一、做好庭前准备
二、选准辩护角度
三、掌握法庭询问的技巧
四、掌握法庭质证技巧
⋯⋯
第四章 量刑辩护技巧
第五章 无罪案件辩护技巧
第六章 死刑案件辩护技巧
第七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辩护技巧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车诉讼法》修正前后对照表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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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李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立即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及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后随交警到公安机关如实交代了犯
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予从轻处罚。李某认罪态度好，其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并
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法理分析】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辩护律师
的意见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一）对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人适用自首规定，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 1.
对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人适用自首规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行为人定罪
处刑要以刑法的明确规定为依据，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不得定罪处刑。这里定罪处刑当然包括定罪
和处刑两个方面。不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认定自首、立功等法定量
刑情节也必须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作为依据。根据《刑法》第101条的规定，刑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
规定的法律，除非其他法律有别规定。刑法总则并没有对适用《刑法》第67条关于自首的条件作出任
何限制性规定，《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也没有排除自首制度的适用。因此，刑法总
则关于自首的规定是完全适用于刑法分则第l33条交通肇事罪的。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
肇事后停车报警、抢救伤员和财产、保护现场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但这只是行政法规对肇事者规定
的行政法定义务，并不能成为成立刑法上自首的阻却理由，更不能因为多数肇事者事后履行行政法定
义务的行为就否认其成立自首。 2.对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人适用自首规定，是刑法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
。刑法的平等原则简单说就是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平等地裁量刑罚。具体说就
是，在犯罪性质、危害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都相同的情况下，所处的刑罚也应当相同。就交通
肇事者是否适用自首的规定，即是平等地裁量刑罚的问题。如果交通肇事者在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
及时报警、保护现场，并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行为符合了刑法关于自首成立的
一般规定，就应当与构成自首条件的其他犯罪的行为人平等地被认定为自首。否则，对交通肇事者而
言，就是不平等地适用法律，违反了刑法的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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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一般，价格却很高，希望内容更加具体实在些！
2、怎么说呢看这本书会让你受益的。但确不是那么精彩。不是太实用。看看总是好的。但如果是3年
以上的老律师，就真的不用看这本书了。
3、比较务实，有借鉴意义。
4、才开始看，觉得是律师一己之见，也只能这样
5、讲解详细，适合初学者认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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