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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前言

如果一部法律会讲话，它会说些什么？当1979年7月1日来临时，有人为刑事诉讼法接生，那时它还“
既无伯叔，终鲜兄弟”——不但与清末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脐带割断太久，而且苏联刑事
诉讼法律和法学也因历史原因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刚刚恢复记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家族里的成员还太
少，许多法律尚未出台。时间实在是流逝太快，30年前为它接生的政治人物、法学家，有的已经故去
，一转眼这部法律也到了而立之年。我们在捧读这部法律，怎能没有一点历史感？当年在阅报栏看到
报上登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时，稚嫩的我还完全无法理解这些法律对于中国的意义，更没有
想到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会与刑事诉讼法结缘。同样是在阅报栏，朦胧地记得几年后看到报上关于“民
主与法制”以及“人治”的讨论，隐约感觉到一种思想正使我们的生活发生着不再是难以察觉的变化
。事后证明这个变化逐渐加快，变得愈加明显。想想1957年杨兆龙先生说过的一番话：“我们过去在
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
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
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在好多场合，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
就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也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这就使得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
社会主义建设中，变成了最薄弱的一环。”①尽管那么早就为刑事诉讼法等法典发声，但杨兆龙在有
生之年最终没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公布施行②。
这个时代悲剧与个人悲剧相交织的历史，如今总算走出了巷道。人们为过去叹惋的同时，也该为这个
变化而展颜。如果法律会说话，对于过去，它要表达的不只是一声叹息；对于历史的新页，要说的也
不只是一句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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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在初版的基础上，一是着重对体系做必要的修剪，使其更加符合成人教学要求和成人
学习规律；二是对内容再做精细裁切，将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予以收缩、减弱，强调基本概念的简明扼
要，突出核心与主干知识点的通俗讲解；三是将2007年11月立法计划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内容
反映到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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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应当
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应当裁定予以核准；如果认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重新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被告人可以
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如果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改判。2．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高级人民
法院经过第二审程序，同意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作出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决定
；不同意判处死刑的缓期二年执行的，应当作出不核准的决定。如果认为原判量刑过重，应当依法改
判；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发回重新审判。3．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的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也不得以提高审级等方式变
相加重被告人的刑罚。4．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
察院不抗诉的，即作出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决定。无论是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核准还是高级人民法
院判决并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以及直接改判的案件，均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这些裁
判不经宣告，立即交付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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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是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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