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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执法实务》

前言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是规范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的行为准则。刑事诉
讼法学是一门独立的基础性法律学科，具有该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同时还表现出极强的实践性和应
用性，是法学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相关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培训内容。《刑事诉讼执法
实务》一书，是“十一五”期间天津市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刑事诉讼法课程方案研究与
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结构模式与内容阐述上突破了同类书的传统，立足于执法岗位、工作过程
、任务驱动以及法律与司法实践的有机结合等方面，实现了多方面创新。本书力求体现职业教育的时
代特点，努力实现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两大功能。　　本书突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法
条规定的逻辑结构，坚持以“基于工作过程、任务驱动”为导向整合相关内容。本书共分为三编十四
章。第一编总则，概述了刑事诉讼概念与基本原则，以基本知识为核心，为学习后续内容打下基础；
第二编诉讼程序，首先以执法者的角度分解各阶段工作任务，然后分层次阐述各个阶段涉及的相关知
识和法律规范，提出执法规范要求；第三编其他，补足必要的相关内容，使本书知识形成一个整体。
每编又包含若干章节，通过案例、工作过程描述、工作任务及相关知识介绍，给读者以清晰的学习脉
络和实战体验o．　　本书着力于如下方向与特点。　　1．坚持以“基于工作过程、任务驱动”为导
向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既要照顾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又要突出重点，讲清难点。对知识的阐
述以必需、够用为度，重点在于加强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本书的适用对象是执法者，为此，以立案
、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诉讼阶段为基本工作过程，通过对五个模块工作任务的描述，归纳出
相关的知识点与能力点，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执法程序以及与之相关的管辖、证据、强制措施等知识的
阐述和能力训练，建立起任务、知识和能力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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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执法实务》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执法实务:"基子工作过程"视角下的刑事执法程序解析》立足于刑事司法工作岗位的任职要
求，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出发，根据刑事执法任务及其工作过程，分层次阐述了立案、侦查、起诉、
审判和执行五个诉讼阶段的具体工作程序与要求以及各阶段任务涉及的相关知识与能力，并提出了可
供参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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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执法实务》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刑事诉讼是我国三大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刑
事诉讼法的任务与立法宗旨  　　第三节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  　　思考与练习　第二章  刑事诉
讼基本原则　  第一节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的基本准则　  第二节  刑事诉讼基
本原则的具体内容　  第三节  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与代理  　思考与练习第二编  诉讼程序（基于刑事诉
讼阶段的工作任务解析）　第三章  立案　　第一节  立案工作程序　　第二节　诉讼主体　　第三节  
立案材料的来源　　第四节　管辖　　第五节  立案的条件与标准　　第六节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　　第七节  立案相关的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四章　侦查　　第一节  侦查工作
程序　　第二节  侦查过程中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节  强制措施　　第四节　证据　
　第五节  侦查行为　　第六节  破案、销案和结案  　　第七节  侦查中的羁押期限　　第八节  侦查阶
段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五章　起诉　　第一节  公诉案件起诉工作程序　　第二节  自诉案件
起诉工作程序　　第三节  起诉阶段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六章  审判　　第一节　审判程序　
　第二节  审判机关与审判组织　　第三节  审判期限　　第四节  延期审理、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第
五节  判决、裁定和决定　　第六节  执法机关对扣押、冻结的财物应依法处置　　第七节  审判阶段法
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七章  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与要求  　  第二节  自
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与要求  　  第三节  简易程序与要求　  第四节  公诉案件的简化审理方式  　第五
节  第一审程序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八章  第二审程序  　  第一节  第二审程序与要求 　 第二节
 第二审程序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九章  死刑复核程序  　第一节  办理死刑复核案件的总体要求
   　第二节  死刑复核的程序要求  　第三节  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十章  审判监督
程序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与要求  　第二节  审判监督程序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十一章  附
带民事诉讼  　　第一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  　　第二节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保全和先予执
行　　第三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  　　第四节  附带民事诉讼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习　第十二章  
执行　　第一节  执行程序与要求　　第二节  执行的变更　　第三节  执行阶段法律文书　　思考与练
习第三编  其他　第十三章  期间与送达    　第一节  期间    　第二节　送达  　思考与练习　第十四章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规则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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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执法实务》

章节摘录

　　第一编　总则　　第二章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第一节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刑事诉讼　　
立法与司法的基本准则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就刑事诉讼全过程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所作的原则性
规定，也是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性质、任务、
基本内容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所在。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不仅是刑事诉讼
法目的、性质、任务的概括和提高，也是基本内容的概括和集中体现。因此，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
立法原则的性质，《刑事诉讼法》的内容都应是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又具
有司法原则的性质，它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遵守
的准则和规范。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同时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也同样适用。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同时也吸收借鉴了国际上其他国
家的相关经验，并采用了一些国际上通常做法。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我国《刑事诉
讼法》确立了14项基本原则：　　（1）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行使；　　（2）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3）依靠群众；　　（4）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5）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6）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7）人民检
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8）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9）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10）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　　
（11）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12）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13）追究外
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14）刑事司法协助。　　为便于全面掌握并理解我国《刑
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这14项基本原则，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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