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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主要内容简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是正当程序的核
心问题，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面临着巨大的体
制性和观念性的障碍。为了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研究，我们承担了司法部国家法治和法学理
论研究项目《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与立法变革》，《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即是这
一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在阐述了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基本原则之
后，重点对犯罪嫌疑人的九项基本权利即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无罪推定、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律师帮助权、会见交流权、知悉权、证据保全申请权和司法救济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综合分
析立法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立法建议。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对推动国家立法的完善
，促进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Page 2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

作者简介

　　孙长永，现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部主任和法律硕士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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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犯罪嫌疑人的确认及其法律意义
  一、犯罪嫌疑人的确认
  二、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意义
第一章  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基本原则
  一、作为形式保障的法律保留原则
  二、作为实质保障的比例原则
  三、作为程序保障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第二章  人格尊严
  一、人格尊严的由来及一般法理
  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的意义
  三、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的最低标准
  四、我国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的保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五、改进建议
第三章  人身自由
  一、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意义
  二、我国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三、我国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保障所存在问题的原因
  四、改善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具体建议
第四章  侦查阶段的无罪推定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和内容
  二、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阶段的基本要求
  三、我国刑事侦查阶段侵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情形
  四、立法变革建议
第五章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的定义及其适用范围
  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的起源
  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与侦查讯问
  四、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与中国刑事诉讼法
第六章  律师帮助权
  一、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之内涵及发展历史
  二、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域外考察
  三、我国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第七章  会见交流权
  一、对外交流权的含义、性质和意义
  二、关于会见交流权的国际司法准则及其实践
  三、会见交流权的域外法例比较
  四、我国关于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交流权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五、我国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交流权的完善与保障
第八章  知悉权
  一、知悉权的含义及其价值分析
  二、国际公约及外国立法中犯罪嫌疑人的知悉权
  三、我国犯罪嫌疑人知悉权的立法完善
第九章  证据保全申请权
  一、证据保全申请权的价值
  二、侦查阶段证据保全申请权的比较法考察
  三、我国证据保全申请权的构建
第十章  司法救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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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司法救济权的理论基础及价值
  二、司法救济的基本内容
  三、我国犯罪嫌疑人司法救济权存在的问题
  四、我国犯罪嫌疑人司法救济权所存在问题的根源
  五、完善司法救济权的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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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没有得到全面确立，以致犯罪嫌疑人知悉权的实现缺乏现实基础。《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解释仅仅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的权利尽告知义务，对于其他
诉讼权利则没有进行告知的要求。3.对于告知或者知悉的程序没有作出规定。告知应当采用什么样的
方式进行，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应当是事前告知还是事后告知？所有的法律规定几乎都没有涉及这
些问题。4.对侵犯犯罪嫌疑人知悉权的行为没有规定程序上的后果。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对
犯罪嫌疑人的一些重要诉讼权利，侦查机关如果不尽告知义务，其后所收集的证据将不得作为证据使
用，或者所进行的程序将归于无效。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规定侦查机关违背告知义务的法律
后果是什么，相关程序是否归于无效、相关的证据是否可采，完全由办案机关自由裁量。5.犯罪嫌疑
人对采取限制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缺乏知悉的途径。根
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措施主要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适用这些措施时，并不需要说明理由和依据，因
此，犯罪嫌疑人几乎无从知晓侦查机关为什么要对他采取这些强制措施以及对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法律
依据是什么。不仅如此，侦查机关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或者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子邮件
时，根本不向犯罪嫌疑人宣布，事后也无须进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根本不知道侦查机
关正在或曾经对他采取这些强制性措施。6.诉讼程序过于简单，以致犯罪嫌疑人缺乏知悉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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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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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题目，结合中国的国情，才能写出新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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