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刑事诉讼法概述--1.1 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1.1.2 刑事诉讼及其特征 

由于法律所解决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诉讼被划分为不同的形式，如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等。每一种诉讼形式，除了具有诉讼的共同本质外，还具有这种类型诉

讼所特有的性质，即此类诉讼的特质。 

刑事诉讼是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以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从而

维护社会系统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利益为直接目标的活动。顾名思义，“刑事”一词，是指对

犯罪者予以刑罚有关的事务。因而，刑事案件也就是须对犯罪者予以刑罚的案件。然而，对

于刑事诉讼的概念，不同学者则持不同看法，概括起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表 1-1)。 

类 型 观 点 

狭义

的刑

事诉

讼 

即严格意义上的刑事诉讼，仅指刑事案件起诉至审判的诉讼程序。起诉即诉讼的提起，从而产

生控诉、辩护和裁判"三元结构"的诉讼法律关系，而诉讼进行也只能存在于这三种性质各异的

职能相互作用与推动之中，诉讼由法院审理和判决得到解决。终审裁判后的执行程序则是一行

政性的非讼程序，其目的在于实现裁判的内容。此时被告的资格已经消失，而且三方诉讼法律

关系已不存在。在起诉前的侦查程序，只是诉讼程序的准备阶段，也是具有行政性的非讼程序，

由于诉讼主体尚未确定，并未发生诉讼法律关系。 

广义

的刑

事诉

讼 

即扩大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指国家为实现刑罚权所实施的全部具有诉讼意义的行为。其程序可

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侦查是决定应否起诉的前提和基础，执行是实现裁判

内容达到诉讼目的的最后保障。 

  表 1－1 刑事诉讼的狭义说与广义说 [杨建广， 2002] 

在当代社会，广义说已成为一般的立法模式和常用的理论模式。因此，侦查程序和执行

程序也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侦查程序中的强制性

措施，更是刑事诉讼法严格规范的对象。但在特定情况下，特别在强调"三元结构"的法律关

系时，也使用狭义的刑事诉讼概念。 

中国立法部门和理论界也大都接受广义说。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广义说不同的是，中国刑

事诉讼的全过程应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阶段。中国大多数学者所说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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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

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1]  

    根据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的不同属性，诉讼除可以划分出刑事诉讼外，还可以划分出民

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形式。而每一种诉讼形式，除了具有诉讼的共同属性[2]外，还具有

这种类型诉讼的特殊属性[3]。正是在这一视角上考察，我们认为刑事诉讼的特征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诉讼是法定的国家机关（如检察机关和法院等）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 

    国家的刑罚权，产生于抑制社会越轨行为维护正常统治秩序的国家基本职能。刑事诉讼，

不是单纯寻求个体权益的救济，而是为了公正的处罚和有效的矫正，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

序。刑事诉讼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

何种刑罚的问题。这一特征使它在诉讼形式及程序上与其他诉讼相比有着重大区别。 

    （二）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动用具有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所谓主动性，是指刑事诉讼通常采取国家调查（侦查）和国家公诉的方式主动发动，从

而区别于民事和行政诉讼是由有关的社会个体发动；所谓普遍性，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从案

件调查--诉讼准备，到提起诉讼，再到裁决和执行，都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而且在诉讼

的每一阶段，都可能涉及国家权力的广泛使用；所谓深刻性，表现在国家权力的行使不是停

留在诉讼的表面，而是深入其中，尤其表现在国家强制力量的使用，包括对人的强制--监视

居住、拘留、逮捕等；对物的强制--扣押、搜查、强制性检查等。因此可以说，国家权力尤

其是国家强制力量的广泛使用，是刑事诉讼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刑事诉讼的这一特征，则

是基于它的特殊性质和任务的要求。但是法律虽然赋予执法和司法机关为完成刑事诉讼任务

所必需的权力，同时也必须对执法、司法机关权力行使的限度加以确定，否则容易导致权力

的滥用并损害诉讼中的个体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诉讼的

公正性。 

    （三）刑事诉讼是诉讼主体遵循诉讼规则的相互作用过程。 

    刑事诉讼不是司法机关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必须有诉讼当事人（刑事被告、附带民事原



 

 

告和被告，在我国还包括刑事被害人）和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的参

与。这些参与者在诉讼中具有主体的资格。为了保证犯罪追究程序的公正，刑事诉讼必须按

照诉讼的规律原则和制度，如根据“三方组合”结构，确认诉讼双方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

确认裁决者中立、独立，只服从法律；采用兼听各方意见而且具有可监督性的公开听证程序；

诉讼具有辩论性等等。 

    （四）刑事诉讼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标准化，格式化是诉讼的一般特性。既然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

刑事追究为目的，就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秩序，而且关系到公民人身、财产等重大

权益。由于诉讼涉及的利益的重大以及诉讼针对的社会冲突的尖锐性，依法进行诉讼具有更

为突出的意义。而前述司法机关权力界限的确定、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证，

都需要法定程序的合理设定和严格执行。这就要求司法机关不仅必须依照刑法规定正确评断

被告人行为的性质，同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度实施诉讼行为，以保证案件得到

及时、正确的处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同样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采用法

律规定的方式，遵照法律规定的手续进行诉讼活动。 

注释：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第 1 页。 

[2]即类属性(The Attributes of Class)或超类属性(The Attributes of Superclass)。所有属

于某一类或超类的子类，都具有该类或超类的全部属性。 

[3]即子类属性(The Attributes of Subclass)。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诉讼形式，

都是诉讼这一类或超类的子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