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通过本节的学习，识记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阶段和重
大转折，领会古代中国刑事诉讼的特点、近代刑事诉讼法的
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制订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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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制
的产生与发展



1840年起，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
由于这往后的100多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多变性，产生了
多种多样的刑事诉讼法制。在这之中，既大量引进了西
方资产阶级的诉讼理论和诉讼制度，又在相当程度上保
留了中国封建主义的诉讼文化和诉讼制度

清朝末年 国民党政府北洋军阀政府时期

2.2.2 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法制
的沿革



奉行证据裁判主义 采用自由心证主义

当事人对等原则 不告不理原则

辩护制度 三审终审制度

审检分立原则

中国台湾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原则和主要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2.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产生与发展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共4编，17章，164条，于1980年1月
1日起施行。

《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

1.中国刑事诉讼法颁布与施行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进行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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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止《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废止《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

2.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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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
法律监督的原则

明确了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

完善了强制措施、调整了辩护制度

废除了重罪从快的特别程序，增设了轻
罪从快的简易程序

改革了庭审方式，增加了合议庭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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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再次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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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



修改 （1）完善了证据制度

（2）完善了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

（3）完善了辩护制度

（4）完善了审判程序

（5）完善了执行规定

（6）规定了特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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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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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
修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共5编，22章，308条，
于2018年10月26日起施行。

4.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



修改
（1）完善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

的衔接

（2）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3）完善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4）增加了速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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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纠问式诉讼制度有哪些主要特征？
2．试述法定证据制度的历史背景及其优缺点。
3．辩论式诉讼制度有哪两种模式？它们相互间的借鉴融

合趋势如何？
4．如何理解自由心证？
5．试述我国古代的庭审制度的特征。
6．国民政府时期从西方国家移植的主要刑事诉讼法律制

度有哪些？
7．我国刑事诉讼法两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及其后刑事诉讼

法律体系产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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