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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

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要修改，并重新公布。这次修改是1996年、2012年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完善。

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了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调整了人民检

察院的侦查职权；根据推进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需要，建立了刑事缺席

审判制度；总结试点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完善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增加了速裁程序。这些修改，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刑事诉

讼制度体系，体现了惩治犯罪与尊重保障人权相结合，对于保障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加大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力度，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使大家准确把握法律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参

加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同志结合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工作的思考和体

会，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读》一书。该书由全国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司法室主任李寿伟同志任主编。参加撰写的有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王爱立、雷建斌、许永安、黄永、王

宁、张义健、黄星、陈远鑫、林卫星、伊繁伟、马曼、张金勇、董晴等

同志。



该书从立法工作的角度，对立法背景及条文规定等方面进行了较为

详尽的阐述。希望该书的出版对于刑事法学界对刑事诉讼法理论的研

究、执法机关正确执法以及公民学习刑事诉讼法能够有所帮助。由于水

平和时间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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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

法。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和根据的规定。

立法背景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条曾明确

规定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指导思想。制定刑事诉讼法也不例外，也应当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写了指导思

想，是由于当时我国宪法尚未修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尚未规定

在宪法之中，因此，在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针”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国宪法于1982年已作了修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规定在宪法之中。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根据是宪法，

既然宪法已包含了原条文规定的指导思想等内容，本条已规定“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因此，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该条作了必要的

修改。

条文解读

立法目的也是立法宗旨。本条规定，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是制定刑

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刑法是规定犯罪和用刑罚方法惩罚犯罪的法律，

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

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

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

行。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实体法需要由程序法保障才

能正确实施，刑法的任务需要通过程序法规范的诉讼程序才能得以实

现。要保证正确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就需要制定刑事诉讼

法。这样，才能依照法定程序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使犯罪的人得到应

有的惩处，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

宪法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根据。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

法律效力，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都得以宪法为根据，

制定刑事诉讼法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制定（包括修改）刑事诉讼法以

宪法为依据，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必须

遵循和贯彻宪法规定的原则，如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

制度，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



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通过刑事诉讼法对

于刑事诉讼行为的规范，体现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于宪法有关刑事诉

讼程序的明确规定，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独立行

使检察权，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负

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要通过在刑事诉讼法中作出具体规定予以

落实。二是，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原则、制度以及具体规范都不得与宪

法的原则和规定相抵触。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第1-3款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

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

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

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

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诉讼法任务的规定。

立法背景

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了刑事诉讼法的任务，1996年修改



刑事诉讼法时，本条基本上维持了原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内容。根据

1988年宪法关于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修改补充规定，为了

更好地体现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在原条中的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之后

增加“财产权利”。根据对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两句的修改规定的精

神，将原条文“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改
为“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进一

步作了修改，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尊
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重要原则。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程序

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原则，在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中也全

面贯彻落实了这一原则。考虑到刑事诉讼制度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等基

本权利，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更有利于充

分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进一步体现我国对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重视，也有利于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宪法

原则，因此，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本条增加了这一规定。

条文解读

本条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可分为三方面内容来理解：

一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

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于发现

的犯罪行为或者犯罪嫌疑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照法

律程序收集、调取证据，查出犯罪嫌疑人，查清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

就是规定哪些机关、哪些人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以及调查取证时应

遵循的原则，从程序上规定如何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以及如何



进行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等，以实现准确、及时地查清犯罪事

实。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无罪

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前提和重要基础。其中的“准确”“及时”都很重要，

但“准确”是核心，即对犯罪的事实认定应准确，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要

查准，不能把事实认定错了，冤枉了好人。如果搞错了，再及时也是没

有意义的，及时应当建立在准确的基础上。但及时也很重要，如果时间

拖得很长，时过境迁，就很难收集证据，不利于查清犯罪事实。保

证“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在

查明犯罪事实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正确应用法律

是指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刑法和

其他法律对犯罪分子定罪判刑，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能否做到正确应

用法律，除了要保证准确无误地查明犯罪事实以外，还要设置和遵循保

证公正司法的具体诉讼程序，如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等。只有严格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办案，保证程序公正，才

能做到不枉不纵，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

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是刑事诉

讼法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体现，与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是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就谈不上正确应

用法律，也不能准确地惩罚犯罪。因此，公检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时，必

须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予以高度重视。

二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刑事诉讼

法的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和审判活动来实现的。

通过这些刑事诉讼活动使公民认识到什么是犯罪，犯罪的危害性以及应

负的法律责任，从而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守法以及同犯罪行为作

斗争的自觉性，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三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

行。这是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或者说是总任务。这一根本任务是

在“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

作斗争”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和完成的；也可以说，保证准确、及时地查

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

究，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

行。这一总任务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主义特征，既是刑

事诉讼法立法和修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对刑事诉讼法执法的总要

求。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8条、第33条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

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

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

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分工负责原则和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分工的规

定。

立法背景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根据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的原则，1979年的刑事

诉讼法第三条第一款对公检法三机关各自的职责作了具体的分工。刑事

诉讼法实施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款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但原来的规

定不够完善，主要是：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权

包括侦查的规定的含义不明确；根据惩罚犯罪的需要，法律规定国家安

全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可以行使侦查权，军队保卫部门对

军人的犯罪案件，以及监狱对犯人在狱内的犯罪案件也可以行使侦查

权，原来的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情况。因此，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

法，对本条第一款作了修改，使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责分工更加明

确、清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本条规定未作修改。

条文解读

本条共分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

职责分工的规定。根据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

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的原则，本款对公检法三机关各自的职责作了

具体的分工。根据本款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

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

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公检法三机



关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职责，互相配合，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

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一规定体现了以下原则：一是，刑事案件

的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分别由公检法机关专门行使，除法律特别规

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法律的特

别规定，主要是指本法第四条、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

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

权；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中国海警局

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对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罪犯在

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二是，公、检、法三机关只能在法

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诉讼活动，而不能超越职责或者互相代替。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条规定是对公检

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的严格要求，也称为依法进行刑事诉讼的原则，是

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一审或者二审案

件、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批准逮

捕、提起公诉，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执行

逮捕、预审等一系列诉讼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

定，即必须严格依照本法规定的具体要求和程序以及其他法律，如人民

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中的

有关规定办理，不得违背法律，不得滥用法律赋予的职权侵犯公民的合

法权益。严格执法，依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是保证公正司法的要求，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第4款、第37条第2款、第128条、第

134条、第1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条、第19条、第80条、第308条；《中央

军委关于军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暂行规

定》第2条、第26条、第29条

第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

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职权的规定。

立法背景

本条是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的规定。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

法时，国家安全部还未设立。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更好地防范和

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

定设立国家安全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于1983年9月2日
通过了《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

捕的职权的决定》，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谍、

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

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

权。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

责和权力、对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为适



应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将1993年国家安全法修订为反间谍法）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

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

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的内容，经研究修改纳入刑事诉讼

法，增加了本条规定。

条文解读

本条规定主要包含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安全机关管辖的案件范围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国家

安全机关管辖的案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与间谍行为有关的案

件。反间谍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根

据这一规定，涉及间谍行为的案件由国家安全机关管辖。按照反间谍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间谍行为具体包括：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

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②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

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③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

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

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私密或者情报，

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④为敌人指示攻击目

标的；⑤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2）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反间

谍法第三十九条还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履行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

职责。根据这一规定和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国家规定，国家

安全机关还承担对其他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侦查职能和其他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