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2.2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2.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制的产生 

  1925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的推动下，孙中山成立了带有不同程度新民主主义色彩的广州

国民政府。在成立的当天，这一“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就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6 年，又

公布了《国民政府司法部组织法》，1927 年，还制定了《参审陪审条例》等等。与此同时，在 1925 年的省

港工人大罢工运动中，罢工委员会也设置了会审处、特别法庭、军法处和监狱等司法组织。当时的农民协

会也设立了自己的司法组织--仲裁部或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这些立法和司法活动，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发端。 

  中华苏维埃政权于 1931 年在江西瑞金建立后，仅一个月就发布了《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程序的

训令（第六号）》，随后，又于 1932 年 6 月发布了《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到了 1934 年，又先后发

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等法律文件，从而建立起了

各级司法机关，规定了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主要程序和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39 年 1 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此后，它又

分别于 1942 年 2 月和 8 月公布了《陕某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和《陕某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组织条

例》；到了 1943 年，又先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

草案》和《陕甘宁边区县司法处组织条例草案》3 个法律文件。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各解放区除沿

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刑事诉讼法规外，又制定了一些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如 1947 年的《关东各级司

法机关暂行组织条例草案》，1949 年初的《华东人民政府为清理已决犯及未决犯的训令》，1949 年 2 月的中

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以及同年 4 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布的《废

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等。这些活动进一步为中国后来的刑事诉讼法立法积累了经

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制的确立 

  1950 年 7 月，新中国首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组织通则》。1951 年 9 月，又公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

检察署组织通则》3 个法律文件。1954 年 9 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同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同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条例》（草案）起草完毕。1957 年 5 月，由最高人民法院主持起草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完成，共 7 篇，325 条。1963 年 4 月，由中央政法小组主持完成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共 200 条。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草案一直没有通过审议。 

  1979 年 2 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持下，重新组织力量对 1963 年起草的草案进行修改，

并于 1979 年 6 月将修订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修正二稿）》提请全国人大审议。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刑事诉讼法典，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部刑事诉讼法分为总则和分则两大部分，共 4 编、17 章、164 条。它是中国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经验的科学总结，基本上搭起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系统框

架。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刑事诉讼法颁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单行法规和决定，对陪审制度、审判组织、审

判程序、办案期限、死刑复核权等问题，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199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正式将修改刑事诉讼法列入其立法议事日程。并委托刑事诉讼法学方面的专家组织起草《刑事诉讼法》修

改建议稿。1995 年 10 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

稿）并印发全国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补充、修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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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12 月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经委员长会议决定，提交八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1996 年 2 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决定提请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1996 年 3 月 17 日，修正案草案被通过，并于当天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形式予以公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共 4 编、17 章、225 条，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1998 年 1 月 19 日，针对贯彻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出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等六机关发布了

《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机关《规定》），保障了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 

      1996 年 3 月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1）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与此相适应，取消了免予起诉

制度，完善了不起诉制度，并在审查起诉与一审判决中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 

  （2）确立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增加了立案监督程序和执行监督程序，

完善了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系统。 

  （3）明确了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加强了对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害人的法律保护。该法调整了公安

司法机关的职能管辖范围，明确了公安司法机关各自的责任。同时赋予被害人当事人诉讼地位，增设了被

害人将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的诉讼程序。此外，还增设了诉讼代理人制度。 

  （4）取消了收容审查，完善了强制措施。该法在取消收容审查的同时，放宽了逮捕条件，增加了拘留

对象，延长了拘留时间、明确了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措施的条件与要求。  

  （5）调整了辩护制度。该法将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时间，由审判阶段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并补充规

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6）改革了庭审方式，增加了合议庭的职责。该法取消了开庭前的实体审查，改革了法庭调查程序，

实行控辩双方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方式。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决定》，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大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共 5 编，21 章，290 条，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了证据制度。增加了电子证据等证据种类，明确了证明标准，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证

人和鉴定人出庭制度、证人保护制度等。 

    （2）完善了强制措施。完善了逮捕条件，审查逮捕程序进一步细化，区分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

用条件，完善了监视居住措施，延长了拘传时间等。 

    （3）完善了辩护制度。规定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完善了律师阅卷的相关规定，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 

    （4）完善了侦查措施 。完善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明确了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强

化了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5）完善了审判程序。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完善了第一审、第二审程序，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 

    （6）完善了执行规定。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增加

了社区矫正规定。 

    （7）规定了特别程序。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规定了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规

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规定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

医疗程序。 

      当然，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方面注重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另一方面仍强化国

家机关对刑事诉讼的主导地位。有效地控制犯罪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面。为确保准确适用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机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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