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刑事诉讼法概述-- 1.1 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1.1.4 刑事诉讼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只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系统中的构成要素之一，与其在同一层面，相互联系和 
 

作用的法律部门（要素）还有很多。这里只就相互联系紧密，相互作用较大的法律部门（要

素）进行讨论。 

 
一、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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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民合法

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图 1-6） 

 

 
 

刑事诉讼的过程既是刑法实现的过程，也是刑事诉讼法实现的过程。在现代社会里，没 
 

有刑法就不存在犯罪及刑罚(罪刑法定主义)。刑法是衡量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处罚 
 

及如何处罚的标准或依据，失去刑法就不知道什么是犯罪，惩罚什么。刑事诉讼法就会无的 
 

放矢，徒具形式。同样，没有法定的程序就不能进行刑罚(程序法定主义)。刑事诉讼法是具 
 

体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司法程序和国家司法机关及诉讼参与人职责、权利和义务分配的

准绳，失去这一实现手段，定罪量刑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马克思所说，"审判

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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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一样"。显然，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是一个有机整体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旦分割，它们

也就丧失了原有的功能。 

世界各国在制定刑法的同时，必然要制定刑事诉讼法。不仅中国古代诸法合体、刑法突

出的许多法典中有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即使在今天，也还有像加拿大刑事法典那样刑法与刑

事诉讼法合二为一的范例。事实上，在社会高度分工和复杂化的今天，程序法尤其起到保证

诉讼的公正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作用。中国以往司法观念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

的倾向近年来也已有所改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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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都是程序法，共同构成一国司法程序法的基本体 

 

系，由于均为法院审判案件须遵循的程序，三者在原则、制度、审判程序安排方面有许多共

同点，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回避和辩护制度、两审终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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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区 别 点 刑 事 诉 讼 法 民 事 诉 讼 法 行 政 诉 讼 法 

保障解决的

实体问题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认定、刑事责

任构成和刑罚科处。 

平等主体间有关人

身和财产的权利、义

务。 

由行政机关的行政行

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

利而引起的争议。 

适用的实体

法 
刑法。 

主要是民商法、经济

法。 
主要是行政法。 

 

调整对象 

侦查、控诉、审判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

的关系。 

地位平等的当事人

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在诉讼中的关系。 

地位不平等的行政主

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

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

关系。 

 

指导原则和

制度安排 

如：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的原则；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分别

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的原则；死刑复核制

度；上诉不加刑制度等。 

如：调解原则；财产

保全制度；先予执行

制度等。 

如：行政行为合法性

审查原则；证据保全

制度等。 

起诉、应诉

主体及相关

法律规定 

 

国家追诉为主、个人自诉为辅原则。 

 

“不告不理”原则。 
将应诉主体资格限定

为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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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 

 

控方举证。 

“谁主张，谁举 

证”(即原被告均有

举证责任)。 

 

被告举证。 

 

表 1-2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间的若干区别 [杨建广，2003] 

 
 

三个诉讼法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彼此不能相互代替和混淆，但在所解决的实体问题密切

关联时，有时会出现在一种诉讼中适用两种不同形式的原则和程序的情况，如在某一刑事诉

讼中，当被害人（其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

受物质损失要求赔偿时，在诉讼程序上就既适用刑事诉讼程序，也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最终

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处理其民事赔偿问题。 

 
三、刑事诉讼法与其他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一） 刑事诉讼法与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监狱法的关系 

 

 
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监狱法是规定法院、检察院、监狱的职权任务、 

 

组织设置、活动程序的法律。法院、检察院和监狱是追究、审判、惩罚犯罪的国家专门机关，

因而组织法、监狱法的规定必然会涉及到部分的刑事诉讼问题。相对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

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时，也必然要就法院、检察院和监狱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地位、

职责、活动方式、相互关系等作出详细规定。因此它们之间有交叉重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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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刑事诉讼法与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和警察法的关系 

 

 
法官法等 4 部法律分别规定了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等 4 种刑事诉讼的重要角色的

资格、权利和义务。例如，律师法就是设定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业、规范律师行为的 

法律，既有律师执业条件、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等资格、组织性的规定，也有包括刑事诉

讼在内的律师诉讼业务活动程序的整体性规定，后者必然指导律师在刑事诉讼代理中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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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而律师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刑事诉讼法必然要对律师在刑事诉讼

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办案程序作出规定，这是对律师法相关整体性规定的具体化和扩展。

显然，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就规范律师行业而言，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它 3 部法律与刑

事诉讼法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关系，既相互交叉，相互协同，又相互区别。 

（二）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仍然属于相邻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国家监察法主要是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

会的任务、职责、组织设置和活动程序的法律。在涉及办理职务犯罪方面的工作时，监察机

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监察机关调查职务

犯罪主要依据国家监察法的规定，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不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监察委员会调

查结束后，才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是，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

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监察法的实施应注意与刑事诉讼法相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