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4.1 概述--4.1.2 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 

  

根据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上述理解，我们认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现代各国刑

事诉讼中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另一类是中国刑事诉讼特有的基本原则。前一类原则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

的共同特征和公理性价值取向，它们在中国刑事诉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未必都得到了完全的确认；

后一类原则体现了中国刑事诉讼的“特质”，是中国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从法治原则出发，要实现

刑事诉讼的任务，达到立法者预定的诉讼目的，对这两类原则都必须给予同等重视，以便既充分把握现代

刑事诉讼的普遍规律和发展趋势，又深刻认识中国刑事诉讼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背景，进而通过法制宣传和

法制改革等措施，使中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形成一个精神和谐、互相统一的整体。 

 现代刑事诉讼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项： 

（1）刑事程序法定原则； 

  （2）司法独立原则； 

  （3）无罪推定原则； 

  （4）辩护原则； 

  （5）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6）诉讼经济原则； 

  （7）诉讼及时原则； 

  （8）禁止重复追究原则。 

   中国刑事诉讼特有的基本原则包括： 

  （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2）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3）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学界尚有不同的认识，大体上集中在“概念之争”与“内

容之争”两个方面。关于概念，主要有“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

讼原则”三种不同的提法。关于内容方面的争议，主要表现在 4个问题上：（1）是否必须是中国刑事诉讼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4xsssfdjbyz/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4xsssfdjbyz/41xsssdjbyzgs/index.htm


 

 

法明确规定的；（2）是否必须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3）是否必须对公安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有指

导或约束作用；（4）是仅仅指导刑事诉讼司法活动，还是同时也指导刑事诉讼的立法活动。由于对刑事诉

讼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内容在理解上不同，关于基本原则的体系自然也有不同看法，如有的把《刑事诉讼法》

第 3 条至第 16 条的规定一律作为基本原则对待，有的把公开审判作为基本原则对待，有的认为刑事诉讼原

则有“实然性原则与应然性原则”之分，等等。 

我们之所以采用“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提法，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基本原则不一定具有“法定性”，

即使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也主要是为了对具体的诉讼过程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而非“法律上的宣言”

或训示性规定；同时，也是为了突出“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以区别于各个诉讼阶段的特有原则。至于

将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分为“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刑事诉讼特有的基本原则”，是因为考虑到中

国刑事诉讼尚未完全实现“法治化”，不少公理性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立法上尚未得到完全确认，实践中也

没有贯彻这些原则的精神，有待进一步研究、落实；另一方面，中国刑事诉讼在结构和精神方面确实存在

一些区别于法治国家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原则，如三机关“分工

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不能用公理性的原则对它们做出直

接的解释，因为它们有较为独特的含义、意义和适用背景。这种两分法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刑事诉讼

法治化的进程，发现刑事诉讼中存在的、具有整体影响的重大问题，以便通过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和借鉴

外国先进经验，逐步加以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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