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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学》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系统准确地阐述了本学科的基本原理
和基本理论，做到了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的统一，可谓“集大家之智慧，成经典之通说”。由于
其历史长久，积淀雄厚，已经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系统、稳定的教材体系，在法学教育中，既
保持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传承性，又及时吸纳新的科研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与普及。为了适应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质，根据高
等政法院校新的教学方案，我们对原来教材分别作了审定和重新修术。这批教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吸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的新成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力求系统、准确地阐述各学科的基本原
理、基础知识，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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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学》

作者简介

樊崇义，男，1940年生，河南内乡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政府津贴，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顾问、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公安部特邀执法监督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独立完
成或主编的著作主要有：《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理性思考》、《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诉讼原理》、《侦查讯问程序改革研究》、《
证据法学》等30余部（其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他科研成果有些作为重要文章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宝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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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刑事诉讼法概述 第一节刑事诉讼／1 第二节刑事诉讼法／4 第三节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相邻部
门法的关系／6 第四节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9 第二章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外国刑事诉
讼法的历史沿革／11 第二节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沿革／22 第三章刑事诉讼基本理论范畴 第一节刑
事诉讼的目的／36 第二节刑事诉讼的价值／39 第三节刑事诉讼的职能／44 第四节刑事诉讼的模式／48
第五节刑事诉讼的结构／56 第六节刑事诉讼的主体／59 第七节刑事诉讼的客体／62 第八节刑事诉讼行
为／67 第四章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概述／73 第二节刑事诉讼的公理性原则
／78 第三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102 第五章我国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 第一节公
安机关／122 第二节人民检察院／125 第三节人民法院／127 第四节诉讼参与人／129 第六章管辖 第一
节管辖概述／143 第二节立案管辖／145 第三节审判管辖／153 第七章回避 第一节回避制度概述／163 
第二节回避的适用对象和事由／165 第三节回避的程序／170 第八章辩护与代理 第一节刑事辩护／175 
第二节刑事代理／192 第九章强制措施 第一节强制措施概述／198 第二节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202 第三节拘留／213 第四节逮捕／218 第十章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节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意义／226
第二节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229 第三节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和审判／230 第四节对刑事被害人的国
家救助／233 第十一章期间与送达 第一节期间／237 第二节送达／244 第十二章证据 第一节证据的概念
和意义／247 第二节证据的种类／254 第三节刑事证据的分类／320 第十三章证明 第一节证明的概念
／326 第二节证明责任／331 第三节证明对象／335 第四节证明要求／341 第五节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判断
／345 第六节国外主要证据规则简介／356 第七节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正在形成中／371 第十四章立
案程序 第一节立案程序概述／383 第二节立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389 第三节立案程序／392 第十五章
侦查 第一节侦查概述／400 第二节侦查行为／406 第三节侦查终结／431 第四节侦查程序的期限／433 
第五节补充侦查／435 第十六章起诉 第一节起诉概述／440 第二节起诉类型／441 第三节审查起诉／444
第四节提起公诉／449 第五节不起诉／452 第六节提起自诉／457 第七节起诉的效力／458 第十七章刑事
审判概述 第一节刑事审判的概念和任务／460 第二节刑事审判模式／462 第三节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
／465 第四节审级制度／468 第五节审判组织／469 第十八章刑事审判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刑事审判第一
审程序概述／475 第二节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477 第三节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490 第十九章刑事审
判第二审程序 第一节刑事审判第二审程序概述／496 第二节刑事审判第二审程序的提起／497 第三节刑
事审判第二审程序的审判／502 第四节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保管与处理／501 第二十章
死刑复核程序 第一节死刑复核程序概述／511 第二节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512 第三节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518 第二十一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节审判监督程序概述／521 第二节审判
监督程序的提起／524 第三节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的重新审判／531 第二十二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的诉讼程序 第一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概述／536 第二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基本原
则与制度／539 第三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具体诉讼程序／548 第二十三章执行 第一节执行概述／556 
第二节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559 第三节执行变更／565 第四节执行监督／571 第二十四章当事人和
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概述／574 第二节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的主要内容／579 第二十五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一节概述／584 第二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的内容／586 第二十六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一节概述／593 第二节刑事强
制医疗程序的内容／596 第二十七章刑事赔偿 第一节刑事赔偿概述／602 第二节刑事赔偿的范围／604 
第三节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608 第四节刑事赔偿的程序／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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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建国初期颁布的有关单行法规 建国初期到1979年的30年间，我国没有制定刑事诉讼
法典，只是在《宪法》和颁布的若干单行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司法机关体系及若干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
。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
高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这些法规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署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规定人民检察署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还确立了审判公开、以民族语言文
字进行诉讼等诉讼原则以及就地调査、就地审判、巡回审判、陪审等诉讼制度。 1954年9月，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制定颁布宪法的同时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同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拘留逮捕条例》。这些
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别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人民法院独立
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开审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各
民族公民都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这些法律还就回避、陪审、合议、两审终审和死刑
复核等诉讼制度和拘留、逮捕程序作出了规定，成为指导当时的司法改革和建设以及刑事诉讼活动的
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也在进行。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条例（草案）》，1955年最髙人民法院下发了《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
判程序总结》，1957年又在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外国（主要是苏联）立法例的
基础上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分7篇共325条。1962年6月中央政法小组
在1957年草稿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又于1963年4月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草案（初稿）》，条文由325条减为200条。不过，这一法律起草活动随着极左思潮的日益加剧而又被
迫停止，及至十年动乱期间，社会主义法制被破坏殆尽，现有的法律尚且受到恣意践踏，制定刑事诉
讼法更是无从谈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以后，
中国由十年动乱走向改革开放，刑事诉讼法的制定重获契机，1979年2月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在1963年初稿的基础上起草了新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修正一稿、修正二稿），该草案继
承了此前法律起草已经取得的成果，又进一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完善。1979年6月，《刑事诉
讼法草案》（修正二稿）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于1979年7月1日正式通过，
同年7月7日公布，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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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的出版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起了
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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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应该是他们说用的书，看了说是
2、考研需要，不得不买，只能买了
3、书比较脏  而且 一看就不是新书
4、这本很好的  推荐  好的的
5、质量和学校发的一样，很哈。
6、樊崇义老师的书很实在。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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