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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刑法全厚细》出版以来，由于其“收录全面、内容厚实、注解

细致”等品质，迅速在刑事司法界走红，被誉为“刑事书中的航空母

舰”。同时，不断地有读者询问有没有、什么时候出版“刑事诉讼法全

厚细”。该书的几任编辑赵宏、黄会丽、王林林等也多次建议：“全厚

细”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口碑品牌，希望再编写《刑事诉讼法全厚细》。

但我多次推却（退却）了。顾虑有二：

一、《刑法全厚细》“很难做”

为了不辜负读者们的厚爱，每年我都要对书中的内容进行梳理、

改进，并更新内容，这是一个“不做不知”的巨大工程。比如，2021年
出版的《刑法全厚细》第六版，相比于第五版，修订了500多处，修改

量达40多万字，涉及刑法条文超过二分之一。这项工作，基本上从年

头做到年尾，消耗的精力巨大，几无暇旁顾。

二、《刑事诉讼法全厚细》“更难做”

作为国家刑罚权的依法实现，刑事诉讼活动需要多家政法机关协

作、多个执法部门配合、多方当事人共同参与，这决定了刑事诉讼法

必然呈现多主体、多条线、多层次的错综复杂性。加之我国不断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刑事政策不断调整、改革和创新，刑事诉讼规范层出

不穷、迭代频繁，政出多门、冲突抵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因此，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储备，贸然编写《刑事诉

讼法全厚细》，无异于揽接“烫手山芋”，可能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影



响读者对“全厚细”品牌的体验。

但在与读者多年的交流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编写《刑事诉讼

法全厚细》的必要性。原因有三：

一是为了回应读者的期待。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并修订刑事诉讼

法后，2019—2021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

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解释》相继更新，国家监察委也制发了相应的文件，而目

前现有的书籍尚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办案的实际需求，亟待一本全新的

业务指导用书。也正好与《刑法全厚细》形成互补，共同构建一套完

整的刑事法规工具书。

二是希望对司法公正性有所裨益。法治和公平正义，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诉讼程序的正义；许多司法参与者经常纠结的，甚至在法庭上

引发诉辩、审辩剧烈对抗的（如回避与鉴定申请、管辖权异议、非法

证据排除等），也是诉讼程序的依法适用。而目前各种部门规范众多

甚至相互冲突，亟需全面细致深入的梳理和辨析，以规范司法行为，

统一司法适用。

三是希望对法规公开化有所促进。

另外，“全厚细”的品牌是在司法实务中，在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关

爱下一点点形成的。

。宛如一个新的生命体，只有勇

敢地破壳出世，才能在风雨中不断成长；哪怕是抛砖引玉，也能为刑

事司法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

《刑法全厚细》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刑事

诉讼法全厚细》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



是故，经斟酌再三，遂决心放下“品牌”之虑，慨然受命，奋然而

作。这一“受”就是几度春秋、神劳心揪；这一“作”便成夜以继日、寒暑

无休。酣战数年，终于建党百年之际艰难完成书稿——全书涵盖了以

下内容：

1.《刑事诉讼法》条文，包括历年版本及其修改情况；

2.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立法解释，及其法工委的相关意见；

3.涉刑相关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标准、规范；

4.刑事诉讼相关的现行有效的所有司法解释、司法文件；

5.中央军委、中央政法委、国家监察委的涉刑相关文件；

6.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的业务文件；

7.其他行政部门的业务规范文件和相关资料；

8.地方司法部门的业务指导意见；

9.所有的刑事诉讼指导性案例、部分刑事参考案例和其他典型案

例；

10.正式印发、现行有效的裁判文书、公文的格式。

在编写过程中，尽管有较多的前期心理准备，但其中艰辛仍让我

感慨不已，几思放弃。泛而言之，主要存在以下难点：[1]

1.资料收集难。许多重要规范性文件（如技术侦查类、提前介入

类、涉外类、试点类、创新类等）主动公开性不够。



2.效力辨析难。《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立法以来，经历1996年、

2012年、2018年等多次修订，相关的规范迭代频繁，但一直未有系

统、全面、彻底地清理。有的规范发布后不到1年就被修改、替代。

3.规章分解难。由于各部门规范采用的结构主线往往与《刑事诉讼

法》不一致，导致其内容很难根据法条进行分解。比如，《刑事诉讼

法》规定了律师自身维权申诉（第49条）、被害人报案和控告（第

110、111条）、控告人复议（第112条）、当事人对强制措施的申诉和

控告（第117条）、对不起诉决定申诉（第180、181条）、对生效裁判

申诉（第252条）、未成年人案件申诉（第282条）等，但检察机关对

于申诉、控告的处理是统一的工作规范，很难按照条文进行分解，极

易导致重复累赘。讯问、辩护意见、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的规定同样

如此。

4.条文对应难。一方面，《刑事诉讼法》有些内容层出叠见，使相

关规范无所适从。如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

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第19条也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

机关进行”，第80条再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公安机关

执行”，第165条又规定“需要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

执行”。另一方面，与某些条文规定叠床架屋形成反差的是，《刑事诉

讼法》对一些重要诉讼活动却一直处于真空状态。例如，公安机关与

检察院的管辖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起诉的追加、变更与撤回，对于

超过时效的追诉核准程序，人民法院对被害人的询问，司法机关对境

外证据的审查，对于拘传的程序规定、涉人大代表或港澳台地区的司

法程序，以及异地办案协作等。甚至对于一些刑事诉讼活动，如立案

前的初查、盘问、辨认、听证，抓捕时的紧急征用、人身限制（含使

用武器、警械等）、边境管控、换押、提讯与提解、并案与分案等，



连概念也未见体现，遑论程序规定。这导致相关的部门规范“无处安

身”。

5.条理梳理难。《刑事诉讼法》的一些条文组合逻辑比较模糊，存

在“拉郎配”现象。比如，第11条将审判公开与被告人的辩护权捆绑在一

起；第54条则涵盖了公检法取证权、行政执法证据的效力、证据保

密、妨害证据行为的追责等多方面的内容；第91条也囊括了公安机关

提请逮捕及延长拘留期限、检察院审批逮捕期限以及公安机关执行不

批捕与变更强制措施等；第175条更是集合了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侦查

合法性说明、公安补充侦查、检察自行侦查、公安补充侦查的次数、

检察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证据不足不起诉等七个方面的规定，可

谓包罗万象。这导致该条文对应的相关规范内容庞杂，结构混乱。

6.结构编排难。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有些条文的划分比较错乱，

比如对于三种普通不起诉的情形，其中“法定不诉”“酌定不诉”情形与

“不起诉案件处理”组成第177条，证据不足不起诉情形则与证据的合法

性审查、侦查合法性说明、公安补充侦查、检察自行侦查等内容搭配

组合成第175条；还有一种“附条件不起诉”，则另起炉灶设置于第五编

（特别程序）中。又如检察院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一部分笼统地

与其他法律监督职能概括于总则条文中，一部分规定为批捕时的纠违

及其羁押必要性审查，一部分单独分解为立案监督、审判监督，一部

分又融合于“提前介入侦查”。如果《刑事诉讼法全厚细》照此结构进

行编排，会导致相关规定的查阅极不方便。

7.体例设计难。根据刑事司法实务的需求，“全厚细”全书包含了

《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及其历年修改情况、各种司法解释和行政规

范、标准及其效力辨析、指导案例及其裁判要旨、相关办案文书的样



本格式等方面的内容，如何对其进行科学的体例设计，使读者能够高

效快捷地查阅相关内容，是一个特别“烧脑”的挑战。

8.内容取舍难。各机关部门发文多，不少时候内容重复。这些内容

如果都予以收录，会带来较多的无用资讯；如果全部舍弃，又有收录

不全之虑。特别是有些部门规范重复《刑事诉讼法》本身的规定（这

在三大“小刑诉法”——公规、检规、法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剔

除重复内容，又将导致其他规定的引用（如“违反本章第×条规定”而不

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无法指向。

9.篇幅控制难。综前所述，“全厚细”的篇幅控制非常困难，初排体

量达到3300多页，较之《刑法全厚细》的近2000页，篇幅增加了一半

多。这必然会影响到书本的排版设计、装订、携带、查阅等一系列问

题。

诚然，越有难度、越有挑战性的工作，越具价值性。为了给读者

奉献一本价有所值的刑事诉讼工具书，本书编写组勉精历操，不遑宁

息，参阅相关书籍数十本，讨论编写方案十多次，边编边修、数易其

稿——纵使书稿交付后，较大的修改仍达三四次。

为了便于注释和查阅，本书在解决资料收集和效力辨析的基础

上， ：

1.创造性地采用“拆分重组”的方式，对刑事诉讼法条文进行了适当

的聚合、拆解、调整位置等技术处理，使之更符合司法办案思维和法

规查阅习惯。例如，《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了口供的证据地

位，第2款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本书将第1款（口供）与相关

部门关于被告人辩解的规范组合成一个阐述单元，而将第2款（证据确

采取了以下技术处理措施



实充分条件）调整与第50条（证据种类、证据审查）的内容组合成一

个阐述单元。

同时，在正文及目录中都进行了全面的标注和详细的提示，较好

地兼顾了读者按原条文顺序进行查阅的习惯。

2.创新性地以下划线、删除线结合字体变化和添加脚注的形式，直

接在法条条文（本身）上注解和呈现其历次修改情况，使其规定演变

和时效适用一目了然。例如，《刑事诉讼法》第2条，自1979年设立以

来，历经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08条，则历

经了1996年和2018年两次修改。这些修改（增加或删减）内容都可以

直观地一览无遗。

对于号称“小刑诉法”的三大部门规范，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本书同样采取了上述方

式，将其与上一版本的重点修改对照情况进行了一体式的呈现。

3.对于无法确切匹配法律条文的部门规范，本书尽量按照相似就近

原则进行分解嵌配，如公安和检察的管辖规制内容归总于法院相应的

管辖，边境管控规定归并于通缉，初查规范归置于立案前的审查，等

等。对于差异性、独立性较大的内容，如盘问、辨认、办案协作、换

押、专业法官会议等规定，以及深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司法创新举

措，如刑拘直诉、企业合规不起诉等，本书则将其单独析出，以专辑

的形式汇集于相近的条文规范之后。

4.对于部门规范中的重复性规定的内容，如果尚未被宣布废止，本

书暂予收录，今后视情况予以删略。对于一些已被废止的规定，如果



其内容重要或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本书也暂予保留，同时详细地注

明其废止与效力情况。

对于不同部门或不同时期的规范，如果出现内容冲突，应按照上

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等原则确定其适

用范围及效力。若有其他需要说明或注解的内容，亦以脚注形式予以

注释。

5.为了缩减篇幅，本书在不影响原意理解和司法适用的前提下，作

了以下处理：

（1）条文序号和日期、数额等尽量使用阿拉伯数字，如第236条
第2款，15日，3人等；但项目通常保留汉字序号，如第（三）项。

（2）注释性的文字一般使用规范简称，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

法等；但法条和规范中的标题、正文等都保留原文全称，不简略。

（3）枚举式的分项内容，原文通常每项一段，但本书一般不予以

分段，如“（一）……；（二）……”。

（4）条款正文中直接用括号标注的内容，如（标注的内容），用

不同字体排版，以便于区别条文内容。

（5）已废止的涉刑司法解释和规范，置于“刑法库”“法规编辑部”
微信公众号（请及时关注、置顶）。

6.为保持内容的时效性，本书会在重印时进行局部增修；修订内容

也会在上述两个公众号上公布，以便老读者自行更新。



通过上述处理措施，本书尽力对刑事诉讼相关规范进行了尽全尽

美地集成解析，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司法办案的所有需求。同时，也

希望本书能为司法规范化和规范公开化发挥较好的引领作用。

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张、工作量浩繁，书中内容虽

经再三审校，仍可能（一定）有纰漏之处。尤其是关于规范、条文的

拆解与匹配，如果读者们发现有谬误或有更好的建议，望随时指正；

若发现有阙如或更新的司法文件，更是期待读者们能够不吝分享。

另外，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原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分管院

长）钟健生教授对本书予以了仔细审阅和悉心指导，还有许多朋友提

出了详细的编写建议或细致的修改意见，囿于篇幅，本书将在下一版

专文鸣谢。作者深信，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本书一定能越编越

好，为刑事司法和法治化建设效之犬马。

联 系 微 信 ： daydaygoogoo （ 客 家 凡 夫 ） ， 邮 箱 ：

knight.f@139.com。

2021年8月1日于赣州和兴大院



[1] 借此机会向有关部门建言五点（唯因主题欠合，不便详展）：

1.控制发文数量，强化发文质量。目前，各类发文五花八门、应接不暇，并有愈发竞相之势，

学习已经成为基层人员的一种负担。发而不学、学而不精，则发文毫无意义。建议：可发可不

发的、现有规定已能适用的，一律不发文；已有的规定内容，不再发文重复或引用、套用；必

要的发文求简求精，避免“可捕可不捕的，不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类无实

质的空洞内容。

2.法规公开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法规文件若只向小部分人口头传达或现场传阅，无法确保

真正的办案人能够知晓；知晓者也不能仅凭记忆或传阅笔记办案。司法规范不公开，无法进行

有效的监督约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提升办案质量。

3.通过立法，对法规文件强制规定有效期。实践证明，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特别在不

断深化体制改革的当前，法规文件的实际时效性越来越短。加之立法定规本身的滞后性，一则

规定若干年不修订，必将很难适应社会需求，甚至会成为碍脚石。而以往依赖于立法部门主动

审查废止的做法，往往挂一漏十，并且费时耗力。最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设置有效期，期满不

修则自动失效。

4.适时重修（非修正）刑事诉讼法。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经历了多次修订，但仍停留在修

修补补的层次，未摆脱捉襟见肘的尴尬，存在结构不尽合理、条理不太科学、规定不够细致等

问题，应当尽快启动系统、全面的修订。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1条
第2条 【刑诉法任务】

第3条 【公检法的职权分工】

第4条
第5条
第6条 【司法公平原则】

第7条 【公检法的相互关系】

第8条
第9条 【诉讼语言文字】

第10条 【两审终审制】

第11条 【审判公开】【辩护权】

第12条
第13条 【陪审制度】

第14条 【诉讼权利保障】

第15条
第16条 【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17条 【外国人适用】

第18条
第二章 管辖

（插）第3条 【公检法的职权分工】

第19条
第20条 【基层法院管辖】

第21条
第22条 【高级法院管辖】



第23条 【最高法院管辖】

第24条 【提级管辖】

第25条 【属地管辖】

第26条 【先受管辖、主案管辖】

第27条 【指定管辖】

第28条 【专门管辖】

第三章 回避

第29条 【回避情形】

第30条
第31条 【回避程序】

第32条
第四章 辩护

第33条
（插）第11条
第34条
第35条
第36条
第37条 【辩护人职责】

第38条
第39条
第40条
第41条
第42条
第43条
第44条
第45条 【被告人拒绝或更换辩护人】

第46条



 

 



第47条
第48条
第49条

第五章 证据

第50条
（插）第55条（第2款）【证据确实充分条件】

第51条
第52条 【取证要求，不得自证有罪】

第53条 【真象原则】

第54条
第55条（第1款）【口供】

第56条
第57条
第58条
第59条
第60条
第61条 【证人证言】

第62条 【证人条件】

第63条
第64条
第65条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66条 【强制措施概述】

（插）第119条 【传唤、拘传】

第67条
第68条
第6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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