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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导论

第1章 刑事诉讼法概述

第2章 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案例引入

• 例1-1 王李两家因争用水源而引发纠纷案

王李两家分属两村，均毗邻一地下水源。由于所处地区
气候干旱，水源短缺，两家常因用水问题发生争执，今年夏
季旱情严重，王家兄弟以其所承包土地多于李家为由企图独
占水源，并在一次与李家父子的争吵中出手打人，导致李家
老父腿部骨折和腰部挫伤，李家老二受轻伤，还肆意毁坏了
李村分配给李家承包用的集体所有的拖拉机和一些农具。事
后王家为息事宁人，试图付一笔赔偿金给李家，但仍霸占水
源。



案例引入

李家大哥看到父亲卧床难起，十分气愤，叫嚷要以
牙还牙，“出了这口窝囊气，夺回水源，让王家知道我
们李家不是好惹的”。老二则主张“打官司”，向法院
“讨个公道”。而李村的村干部为避免事态扩大争斗不
止，劝李家，“既然王家已作出较充分的赔偿，就不要
再另起争端，由村干部出面协调重新拿回用水权，而且
只要不到法院去告发，法院是不会理的，这样对大家平
安相处也有好处”。

【问题】如何看待各人主张？这一纠纷应通过何种途径
处理？



第1章 刑事诉讼概述

1.1 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1.2 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

1.3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任务和作用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根据（1.3.1）

刑事诉讼法的作用（1.3.3）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根据、任务和作用（1.3）

制定目的（1.3.1) 任务（1.3.2)

诉 讼（1.1.1）

刑事诉讼及其特征（1.1.2）

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1.1）

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内容
（1.1.3）

刑事诉讼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1.1.4）

学科体系（1.2.3）

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1.2）

研究对象（1.2.1） 研究方法（1.2.2）



1.1 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1.1.1 诉讼

1.1.2 刑事诉讼及其特征

1.1.3 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内容

1.1.4 刑事诉讼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1.1.1 诉讼

公 共 权 力 机 构
“公”

模 型 (所“言”)

社会主体 社会主体“斥”

争辩或纠纷涉及的事物

原 型 (被“言”)

社会主体 社会主体“斥”

争辩或纠纷涉及的事物

“诉讼”(訴訟)——“言”＋“斥”与“言”＋“公” [常远、杨建广, 2002]



1.1.1 诉讼

• 1.现代诉讼的主要特征

诉讼是一种有效的“公力救济”方式

诉讼是一套法定的程序

诉讼是一个运作过程

诉讼基本上是一种三元结构系统



1.1.1 诉讼

• 2.刑事诉讼系统与民事诉讼系统的基本结构

刑事审判机关

法律系统

控方 辩方

民事审判机关

法律系统

原告 被告

第三人

社
会
环
境

社
会
环
境



1.1.2 刑事诉讼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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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刑事诉讼及其特征

• 1.刑事诉讼的涵义

狭义的刑事诉讼，仅指刑事案件起诉至审

判的诉讼程序。

广义的刑事诉讼，指国家为实现刑罚权所

实施的全部具有诉讼意义的行为。



1.1.2 刑事诉讼及其特征

• 2.我国刑事诉讼的涵义

我国的刑事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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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 侦查 起诉 审判 执行



1.1.2 刑事诉讼及其特征

• 3.刑事诉讼的特征

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动用具有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

刑事诉讼是法定国家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

刑事诉讼是诉讼主体遵循诉讼规则的相互作用过程

刑事诉讼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1.1.3 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内容

从概念的外延上观察，
刑事诉讼法大致可以分为
大、中、小三个范围的概
念，即三个概念集合。我
国学界的通说基本采用最
大范围的概念。最小范围
的概念主要流行于英美法
系国家。

【最大范围】
与刑事诉讼有关的

一切法律规范
（从立案开始到执行结束）

【中等范围】
有关侦查程序和审判程序的法律规范

【最小范围】
仅涉及刑事审判程序

的法律规范



刑事诉讼法就是由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
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是
规范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执行机关进行
刑事诉讼的法律，还是规范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参加刑事诉讼的法律。



1.1.4 刑事诉讼法与
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行政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监狱法

刑法

法院组织法

检察院组织法

法官法

检察官法

律师法警察法
刑事
诉讼法



1.1.4 刑事诉讼法与
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 1.刑事诉讼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 刑法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是程序法与实
体法之间的关系。它们实质上是一种直接配
套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两者同等重要，
密不可分，互相协同，都以惩罚犯罪、保障
人权、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



1.1.4 刑事诉讼法与
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 2.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是程
序法，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程序法系统 。

但基于各自特定的任务不同，它们之间在所保
障解决的实体问题、遵循的基本原则、起诉和应诉
主体、举证责任等方面又存在诸多不同 。

三类诉讼法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彼此不能
相互代替和混淆 。



1.1.4 刑事诉讼法与
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 3.刑事诉讼法与其他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检察院组织法 监狱法法院组织法

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

它们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有交叉重叠、互为补
充和解释的部分。但它们又有各自特定的调整对
象和调整方法，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相互抵
触，只能相互协调，共同设定和规范相关司法机
关或执行机关的职责及其行使。



1.1.4 刑事诉讼法与
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 4.刑事法治系统
刑
事
法
律
的
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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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刑
事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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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

刑法
（刑事实体法）

其它相关法律规范

刑事诉讼法
（刑事程序法）

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刑事司法机关刑事立法机关

犯罪者及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