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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乃大家之作，堪为学习刑诉法的最佳选择。
作者以核心概念统领相关制度，条分缕析，完成了法学理论与现行规定的有机结合；在解说制度规定
时，又深入阐发规则背后的学理构成，从而增加了本书的理论说服力。
    本书共十五章，在结构方面，按照诉讼的主体——客体——行为这一逻辑思路进行编排；内容方面
，则在厘清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程序的基础上，尽量将理念和原理问题阐释的更为
透彻，助益读者在更高层面上理解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法。
    尤值一提的是，作者密切关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的实时动态，对我国刑诉法的现状与未
来作出了研判性质的分析与思考，提出了一些颇具前瞻意义的建设性意见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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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崇义，1940年11月出生，河南内乡人。
现任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
的突出贡献政府津贴；兼任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及所属侦查行为
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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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当指出，单位犯罪与法人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法人”是民法上的概念，有着严格的法律涵义，而“单位”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其中自然包
括法人单位，也包括非法人单位。
从现实生活来看，实施犯罪行为的单位不仅有法人单位，也有非法人单位。
正因如此，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是“单位犯罪”而不是“法人犯罪”，具体包括了“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上述规定，为刑事诉讼上将单位纳入当事人的范畴奠定了基础。
既然单位能够成为犯罪主体，并且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既处罚单位，又处罚直接责任人员，
那就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单位犯罪的诉讼主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应当由单位和对单位犯罪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个方面组成，即由单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自然人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共同组成。
这是因为在单位犯罪中，虽然单位与作为直接责任人员的自然人密不可分，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利益
主体，在“双罚制”下也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处罚对象，二者之间不能相互代替或等同。
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应当赋予它们不同的诉讼地位，即以不同的主体身份参与诉讼，以使它们既可以
维护共同的利益，譬如共同对抗控方，认为控方指控的单位犯罪不能成立，从而不仅排除单位的刑事
责任，也排除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也可以维护各自不同的利益。
譬如单位方面认为所指控的犯罪并非单位行为而是所涉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应当排除单位的刑事责任
，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而所涉自然人方面则认为无论单位犯罪是否成立，应否承担刑事责任，都
与自己无关，因为自己没有参与所涉单位犯罪或者自己不是对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应当排除对自己追究刑事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单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表现为以上两个方面，这是刑事诉讼中单位犯罪不
同于个人犯罪或自然人犯罪的重要特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学>>

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编辑推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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