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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

都很强的课程，也是法学体系中一个十分

重要的分支学科。

自2007年以来，我有幸担任华东理工

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刑事诉讼法”这一课程的

主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网络教

学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有着较大的差别，同

时网络教育学院的学生也有其自身的特

点。在教材选用上，目前国内刑事诉讼法

学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的优点在于体系性

强，注重基础理论的阐述，对于诉讼程序

的介绍也非常详尽；但其问题在于，体

例、结构甚至观点千篇一律，可读性较



差，学生在自主学习时往往难以抓住重

点。而网络教学中，除了主讲教师在授

课、辅导、答疑等环节中应积极认真外，

一本适合成人自主学习的教材也非常重

要，它可以成为连接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

的一座桥梁。

鉴于此，我结合近年来网络教学的心

得和经验，整合了刑事诉讼法学体系中最

基础、最重要的理论和程序，撰写了本课

程的教材，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2012年修

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

关的司法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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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修正案。本次修正案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作了大幅的调整，增加



了新的诉讼程序和制度（如刑事速裁程

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值班律师制度、

缺席审判制度等），部分原有概念、制度

也发生了变化（如侦查的概念、人民检察

院自侦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

件时合议庭的组成规则等），大量法条的

内容也随之做了调整。因而，《刑事诉讼

法》第一版教材的相关内容已经严重滞

后，不能满足本课程的教学需要，故对教

材的修订十分必要。

本次修订保留了原教材的编写体例，

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

新增的制度和程序，修订了发生变化的概

念、法条和制度的内容，并对部分章节进

行了整合，从而确保本教材能够与时俱

进，既吸收最新立法成果，也能呈现我国



刑事司法改革的动态与走向。本教材有如

下几个特点。①以最新立法和有关司法解

释为根据，注重基础知识的介绍和分析。

考虑到成人学习的特点，一般只介绍理论

界的通说，而不涉及比较复杂的学术争

论。②注重司法实践中经典案例的介绍与

分析，除了基础理论知识的介绍外，在每

一章中都有案例研讨环节，从而将理论与

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③编写体例较为新

颖，一个完整的章节一般包括学习目标、

案例研讨、引言、正文、案例解析、本章

小结以及思考题。④全书对于相关内容的

介绍力求简洁明了，必要时以图表的形式

整合知识点，极大地方便了学生进行阅读

和思考。

本教材主要适用于通过网络进行法学



本科、专科学习的人员，也可作为其他类

型成人教育中教学、自学的参考教材。由

于编者水平有限，教材中难免出现疏漏和

不足，敬请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周登谅

2020年7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学概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可以……

◆掌握刑事诉讼的概念、特点

◆了解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了解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和学习方

法

◆掌握刑事诉讼法理念的主要内容

◆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和任务



 

 



◆掌握刑事诉讼主体、客体、职能等基本

理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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