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事诉讼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事诉讼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0063584

10位ISBN编号：7300063586

出版时间：2005-5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钰雄

页数：48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刑事诉讼法》

内容概要

本书在整理、分析、批判传统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及实务的见解外，尝试突破传统，重新分配刑事诉
讼法议题的比重，将阐释重心移转至刑事诉讼的构造原则、强制处分、证据法则、证据禁止及法庭活
动等；并在修改版中将阐述范围扩展至2001年的搜索扣押新法规、2002年的法院调查范围、起诉审查
、缓起诉制及交付审判等四大新制，以及2003年关于身体检查、鉴定留置、传闻法则、证据禁止、共
同被告、准备程序、法庭诘问等证据及审判章节的重大变革。力求新旧共陈，承前启后，为读者呈现
对刑事诉讼法的完整及深刻思索。此外，为了“冀以理论，契入实例”，本书每章契合数则案例辅助
理解，其中多数取材、改编自台湾实际的案例。体现“诉讼法的生命在于运用”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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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作者简介

林钰雄，台北县人，1964年生。台湾大学法律系、法研所毕业，司法官、律师考试及格，1993年9月赴
德深造，追随洛克信（Claus Roxin）教授攻读刑事法，论文题目《法官保留及对刑事诉讼上基本权干
预（强制处分）之救济》（Richtervorbehalt und Rechtsschutz gegen strafprozessuale Grundrechtseingriffe）
。1998年2月获颁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政治大学法学院，现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律学院。
主要书籍著作包括：
《检察官论》（1999年）
《刑事法理论与实践》（2001年）
《搜索扣押注释书》（2001年）
《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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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之基本概念
壹、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
贰、刑事诉讼之目的
叁、刑事诉讼程序综览
肆、刑事诉讼法作为应用宪法
伍、刑事诉讼法之效力范围
第二章　刑事诉讼之基础构造
壹、国家追诉原则
贰、控诉原则
叁、法定原则
肆、调查原则澄清义务
伍、附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
第三章　法院
壹、绪论
贰、法官保留原则
叁、法官独立性原则
肆、公平审判原则：法官回避问题
伍、法定法官原则：法院之管辖
第四章　检察官及其辅助机关
壹、检察官之形成史
贰、检察官之任务与义务
叁、检察官之上命与下从
肆、检察官之法律地位：行政官?司法官?
伍、检察官之监督与制衡
陆、检察官之辅助机关
第五章　被告犯罪嫌疑人
壹、被告之概念
贰、被告之地位
叁、被告之讯问
第六章　辩护人
壹、辩护人之功能
贰、辩护人之定位
叁、辩护人之种类
肆、辩护人之权利与义务
伍、辅佐人及代理人
第七章　诉讼关系、诉讼要件与诉讼行为
壹、诉讼关系
贰、诉讼要件
叁、诉讼行为
第八章　诉讼标的——单一性与同一性
壹、诉讼标的之概念
贰、案件之单一性
叁、案件之同一性
肆、批评与检讨
第九章　强制处分总论
壹、强制处分之定位
贰、强制处分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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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叁、强制处分之对象
肆、强制处分之限制
伍、强制处分之同意
陆、强制处分之监督
第十章　羁押及其他强制处分
壹、传唤与通知
贰、拘提与逮捕
叁、羁押
肆、搜索与扣押
伍、盘查及其相关处分
陆、新型态之强制处分
柒、鉴定留置与身体检查处分
第十一章　证据总论
壹、证据法之基本原则
贰、证据法之基本概念
叁、法定之证据方法
肆、证据之保全?
第十二章　证据禁止法则
壹、证据禁止导论
贰、证据禁止之内涵及类型
叁、证据使用禁止之功能
肆、证据使用禁止之理论
伍、证据使用禁止之放射效力
陆、台湾实务之发展
第十三章　裁判
壹、裁判之意义
贰、裁判之种类
叁、裁判之成立与生效
肆、裁判之确定力
伍、无效之判决
法条索引
关键字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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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从2002年到2003年，两年之内台湾刑事诉讼法历经实施以来最为迅速且剧烈的蜕变，连续两次修
法共变动了百余条的条文，并解构原来本法之架构基础。　　为了因应以上的变革，本书第三版大幅
改写，除了更正旧版文字误写之处外，亦从头更新内文、案例、统计、文献及裁判。首先，内文部分
，上册增修者除法院调查范围(→2．4)及其相关部分外，主要还包括：被告/犯罪嫌疑人(→5)、临检盘
查(→10．5)、鉴定留置与身体检查(→10．7)、传闻法则(→11．2．5)、共同被告(→11．3．1)、证据
保全(→11．4)及证据禁止(→12．1)等；下册主要的增修范围，包括缓起诉制(→16．3)、交付审判制(
→16．7)、起诉审查制(→17．2)、自诉(→18)、审判(→19∶含准备程序、审理顺序及法庭诘问)、简式
审判(→20．7)及其他相关部分。但因涉及之问题过于庞杂，本书有意识地删减篇幅，仅略述其梗概而
已，细节说明则以文献指引取代。　　至于最新实务见解与统计资料，本版亦选择性收录、更新。本
书选录至2003年中之“最高法院”最新裁判，标准同前，仍为日期越新的、越有实质内容的裁判优先
选录。实务统计资料亦更新至2003年中已公布之数据。总计，本版新增页数控制在百页左右，大大小
小的新修正之处，则不下数百余处，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尽管如此，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缺漏部
分尚请读者见谅。　　这本书的问世及三版的完成，要感谢的人太多。首先，刑事程序法研讨会全体
成员持续提供给本书的内涵及视野，笔者铭感肺腑。再者，本版关于传闻法则的见解。悉经斯坦福大
学博士吴巡龙的指教，在此一并致谢。其次，关于台湾单一性同一性问题何以如此独树一格，笔者是
经王泰升教授指出其法制史的渊源之后，才恍然大悟，除特予致谢外，本版并新增注释(第8章注7)指
引相关文献。此外，第10章之【案例10-5】及注54，本来由于搜索扣押修法已经大势底定而预计删除
，但为感谢王兆鹏教授的指教，故本版仍暂予保留并新增相关文献及不同见解的指引，详细说明请参
阅拙著下次改版的《搜索扣押注释书》。在内文校订及增修意见方面，感谢王士帆、李瑞敏及崔云飞
三位研究生的鼎力协助，其中，王士帆还详予校对相关新旧实务见解，为本书读者提供详尽的实务资
讯。由于众人之助，本版得以避免许多疏失，笔者感念在心!至于相关出版事宜，要特别感谢元照出版
公司的协助。　　最后，虽然本书新版是旧版累积、蜕变而来，但依照出版惯例，仅刊载初版及最新
版序言。其他各版序言的增修说明及感谢，仍请读者自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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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老师推荐的书，本人也看过他的其他作品，觉得买来看看没什么坏处。
2、这是本很好的刑诉教材，主要是台湾刑诉，但是研讨价值很高。只是书的封面有折印，不太新。
3、买来后一直还没看，应该不错
4、简体台版的书  必须没得说
5、严肃的作品
6、台湾学者写的书，清楚明了，看了忍不住再往下看，不似大陆教科书味重
7、很多老师推荐，值得收藏！
8、台湾学者力作，值得学习。
9、上下两册书都很好。但可能是因为包装、运出的问题，下册书脊上有些磨损。希望在以后的购物
中不会再遇到此类问题。
10、林钰雄，台北县人，1964年生。台湾大学法律系、法研所毕业，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师从
洛克信教授，音译有别可能不是这几个字），现任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刑法和刑诉法的
教学研究。 研究程序法对于实体法必须要有精深的了解否则如同无源之水无法进行实际的研究，林教
授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所成因而在这两个领域的成果非常之大。  教我们证据法的占教授就很推荐这本
书，还说要真正了解刑诉法就必须好好看看这本书。该书属于中政出版社出版的研究生教材系列，该
系列的书目作者都是学界极为有名的学者，水平非常之高（很大一部分还是台湾学者撰写的）。  另
外该书的下卷是刑诉法分论，是针对台湾刑事诉讼法实际操作而写，如果没有六法全书就不要买啦。
11、我的关于刑事诉讼方面的知识全部来源于此书，非常值得一读。
12、司法专业化，司法民主化——我觉得不如司法台湾化。台湾司法脱胎于大陆，成熟于台湾，是中
国的东西。看那些文字，彷佛回到民国
13、第一次正式读刑诉的书，作者的功底很深~~其实台湾和大陆在法律移植上半斤八两啊~~~
14、一不小心，多买了一本，郁闷！
15、很好 对台湾的刑事诉讼法有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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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了以后对照新旧刑事诉讼法，你会发现所谓新法不过狗尾续貂。不是大家智商不够，而是这种
法治国家泊来品在党国简直无法用。台大林钰雄，华人之光。法大陈**，大陆学霸。现在大陆急需要
对具体制度精研的学者，以具体制度变革倒逼司法制度架构改革，东一榔头西一棒头，哗众取宠，把
改革都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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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刑事诉讼法》的笔记-第422页

        证据禁止导论。一直好奇在我们礽把程序作为过场的今天，成熟的法制告诉我们是为了什么价值
值得捍卫程序的正当。证物认识，之所以要求辨认，其根本法理在于直接审理选择，帮助法官客观心
证的行程。明白了好多，继续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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