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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南政法大学是一所学术积淀深厚、传承久远、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的知名学府。我校复办至今，
已经历了三十个春秋。学校的办学历程，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学教育的缩影，又是我国依法治国
方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迄今为止，我校已为国家培养了十余万法律专门人才，其中不少已经成
为各界特别是法学界的精英和骨干力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法治的推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校
复办以来，一直重视研究生的培养。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大力促进博士教育的发
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我校诉讼法学科首次取得博士授权资格开始，先后已有经济法学、
民商法学、刑法学取得博士授权资格。2001年我校在取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资格以后，法理学、
法律史学、国际法学、环境法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又相继取得了博士授权资格，覆盖了除军事法之
外的所有法学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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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身保护令作为普通法古老的特权令状，在英美法国家被誉为“大自由令状”。人身保护令是“质疑
非法羁押的所有方式中伟大和有效的令状”，“为任何社会认为无法容忍的限制自由提供迅速和有效
的救济”，是“解除不正当限制个人自由的司法方法”。现而今，人身保护令已经成为世界各法治国
家和国际社会公认的司法救济措施，发挥着使被非法羁押的人重获自由的功能。
从19世纪末，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洗衣工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再到20世纪初期人身保
护令开始写进中国宪法，人身保护令在中国大地上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我们重新回顾和审视这段历史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人身保护令作为质疑非法羁押最为有效司法救
济，我们期待着她的回归。
目录
导论
一、令状
二、人身保护令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四、研究人身保护令制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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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英国人身保护令的起源和发展
一、人身保护令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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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的国际人身保护法院的结构
三、法院的程序
四、审查羁押合法性的标准
五、人身保护令国际法院裁决的执行
六、设立国际人身保护令法院的条件
第二章 审前程序中的人身保护令制度
第一节 英美法国家和地区审前程序中的人身保护令制度
一、英国人身保护令制度
二、新西兰人身保护令制度
三、印度人身保护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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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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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穷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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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联邦人身保护令的基本程序
一、初审程序
二、上诉审程序
三、死刑案件特殊人身保护令程序
第四章 人身保护令制度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人身保护令的思想基础
一、自由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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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至上
二、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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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罪后羁押司法救济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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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竑，1970年9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兰溪市。1992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2年7月至1994年4月在浙江省兰溪市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
年5月至1998年8月在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从事政府法制工作；1998年9月至2001年7月在西南政
法大学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并获（刑事诉讼）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7月留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刑
事诉讼法学教研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03年7月被聘为讲师；2003年9月-2006年7月在本校研究生部在
职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刑事诉讼）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9月荣获第二届陈光中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奖学金；2007年4月晋升为硕士生导师，7月晋升为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刑事诉讼原理。证据法学、
宪政原理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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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身保护令的历史发展人身保护令虽然是一项古老的令状，但人身保护令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成为法律化石。时至今日，她依然熠熠生辉，不仅在英美法国家中仍然是“自由”的使者，而且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法治国家都确立了这一“伟大的自由令状”，并把她写进了宪法。①联合国人权
委员会曾经于1992年作出决议，号召世界各国普遍采用这一制度。②本章研究人身保护令的起源、发
展和传播，从而使我们对人身保护令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第一节 英国人身保护令的起源和发展英
国是人身保护令的原产地，研究人身保护令在英国的起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凶为“适当地确
定大令状的将来要求对它的过去有准确的理解”。③此外，研究人身保护令在英国的起源与发展史，
也可以揭示人身保护令成为自由使者的艰难历程、辉煌的斗争史和强大的生命力。本节主要研究人身
保护令在英国的起源、初步发展、成为自由令状、中止等方面，为全面了解人身保护令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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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硕士学习期间，我就迷恋上了人身保护令，但遗憾的是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怎样被她迷住的。将
人身保护令作为我博十论文的选题，是我多年来的夙愿之一。然而，当开始写作时，这才发现由自己
这么一个不伟大的人来研究人身保护令这一伟大的自Fh令状，简直是在搬一块大石头，要么搬不起来
，要么搬起来了，一不小心砸了自己的脚。庆幸的是我终于搬起来了，但我还不知道是否会砸中自己
的脚⋯⋯读了二十一年书，我终于有机会在自己的书后面公然①表达我心中多年的感激和谢意。我首
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孙长永教授和师母朱老师。在我的硕士、博士学习期间，导师和师母不仅在学习上
对我关照有加，而且在生活上也处处给予关心和照顾，使漂泊在渝的我备感导师兄长般的关怀。这既
是我今生的荣幸，更是我今生永志不忘的铭记。导师高尚的人格和学术品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一
生的敬仰和财富，更是我今后学习的楷模。同时，我也要感谢龙宗智教授和徐静村教授三年来对我的
悉心教导，以及对本书选题和写作的鼓励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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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身保护令制度研究》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丛书之一，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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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也比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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