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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刑事诉讼法条文精解与案例适用》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和核心制度的角度，
从立法、执法及理论三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解读，阐释了法条的准确含义，并
选取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实际发生的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具体分析并提示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们期望这种通过案例解读条文的做法，会对司法人员理解好、适用好新刑事诉讼法有所帮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刑事诉讼法条文精解与案例适用>>

作者简介

孙谦，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检察委员会委员。
法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著有《检察：理念、制度与改革》、《平和：司法理念与境界》、《逮捕论》等法学著作三十余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法学论文
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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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导读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动因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 三、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过程 第二部分刑事诉讼法新修条文精解与案例适用 《决定》第一条 （精解） 
（引导案例）二审改判无罪 人权就是“护身符” （分析） 《决定》第二条 （精解） （引导案例）未
成年人拒绝指定辩护 法院仍应保障其辩护权 （分析） 《决定》第三条 （精解） （引导案例1）加大
反恐力度 恐怖活动案件一律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一审 （分析） （引导案例2）外国人在中国杀 人由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一审 （分析） （引导案例3）外国朋友保管财物起贪心 公民可直接向基层法院起
诉 （分析） 《决定》第四条 （精解） （引导案例）律师的公诉人回避申请 于法无据被驳回 （分析）
《决定》第五条 （精解） （引导案例）犯罪嫌疑人首次被讯问 辩护律师可提供法律帮助 （分析） 《
决定》第六条 （精解） （引导案例）杀人者患精神分裂症 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 （分析） 《决定》
第七条 （精解） 《决定》第八条 （精解） 《决定》第九条 （精解1） （精解2） （引导案例）方某行
窃法院院长 辩护律师会见权不得受阻 （分析） 《决定》第十条 （精解1） （引导案例）辩护人要慧
眼识珠 善于发现侦查中的无罪证据材料 （分析） （精解2） （引导案例）精神病人“被杀人” 公安
民警被追责 （分析） 《决定》第十一条 （精解） （引导案例）重庆警方侦查律师李庄遗漏罪行 移送
检方审查起诉 （分析） 《决定》第十二条 （精解1） （引导案例）犯罪嫌疑人准备抢劫 辩护律师不
得为其保密 （分析） （精解2） 《决定》第十三条 （精解） （引导案例1）刑事鉴定由 “结论”变为
“意见” （分析） （引导案例2）辨认笔录 从侦查方法走向法定证据 （分析） （引导案例3）是事故
还是刑事犯罪？
 侦查实验解开“坠车迷案” （分析） （引导案例4）计算机高手作案 电子证据锁定其犯罪事实 （分
析） 《决定》第十四条 （精解） （引导案例）刑事案件 谁主张谁举证 （分析） 《决定》第十五条 
（精解） （引导案例）强迫他人自证其罪 赵作海遭刑讯逼供案6名警察被起诉 （分析） 《决定》第十
六条 （精解） （引导案例1）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 证据可通用 （分析） （引导案例2）窃取“老东家
”信息涉案 商业秘密证据应当保密 （分析） （引导案例3）非法出卖个人信息挣黑钱 个人隐私范围须
明确 （分析） 《决定》第十七条 （精解） （引导案例1）证据确实充分 揭露“失手”命案真相 （分
析） （引导案例2）法官判案“眼花” 量刑事实缺证据 （分析） （引导案例3）案件不能排除合理怀
疑 应当作无罪处理 （分析） 《决定》第十八条 （精解1） （引导案例）杜培武杀人冤案警示 刑讯逼
供在法治中止步 （分析） （精解2） （引导案例）接到非法取证举报 检察机关应当调查核实 （分析
） （精解3） （引导案例）谢亚龙称遭刑讯逼供 辽宁公安机关举证否认 （分析） （精解4） （引导案
例1）被告人提出证据收集违法 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合法性证明 （分析） （引导案例2）福建立法确认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案件情况制度 （分析） （精解5） （引导案例）非法制造的证据 一律排除 （分析
） 《决定》第十九条 （精解） 《决定》第二十条 （精解1） （引导案例）鉴定人隐身作证 还原杀人
事实真相 （分析） （精解2） （引导案例）证人出庭作证交通费和饭费 由法院买单 （分析） 《决定
》第二十一条 （精解） （引导案例1）怀孕妇女涉嫌犯罪 可以不予羁押 （分析） （引导案例2）警察
超期羁押 被判非法拘禁罪 （分析） 《决定》第二十二条 （精解） 《决定》第二十三条 （精解1） （
引导案例）毒胶囊生产者被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从事药业生产 （分析） （精解2） （精解3） （引导案
例）造假拘留证 收取保候审保证金敛财 （分析） 《决定》第二十四条 （精解1） （引导案例）广西
柳州警方最后“通牒” 8天内自首可不羁押 （分析） （精解2） （精解3） （引导案例）足坛打黑谢
亚龙案 彰显监视居住的决定与执行亦需监督 （分析） 《决定》第二十五条 （精解） 《决定》第二十
六条 （精解） （引导案例）李明取保候审期间“人间蒸发” 监视居住应加大监控力度 （分析） 《决
定》第二十七条 （精解） （引导案例1）犯罪嫌疑人涉嫌严重犯罪 应予以逮捕 （分析） （引导案例2
）杀人犯自首后又杀人 民警渎职被逮捕 （分析） 《决定》第二十八条 （精解） 《决定》第二十九条 
（精解） 《决定》第三十条 （精解） （引导案例1）自诉案件当公诉案件办理 跨省刑拘案吴忠警方报
请批捕后撤案 （分析） （引导案例2）检察官提审后审慎不捕 一时糊涂大学生重返课堂 （分析） 《
决定》第三十一条 （精解） 《决定》第三十二条 （精解） （引导案例）受贿人已无逮捕必要 检察机
关对其实行取保候审 （分析） 《决定》第三十三条 （精解） （引导案例）单位出面 “保”不了犯案
人 （分析） 《决定》第三十四条 （精解） 《决定》第三十五条 （精解） 《决定》第三十六条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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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 （引导案例）被害人丧失行为能力 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分析） （精解2） 《决定》
第三十七条 （精解） （引导案例）亲兄弑父独占遗产 刑案追究不附带解决遗产纠纷 （分析） 《决定
》第三十八条 （精解） 《决定》第三十九条 （精解） （引导案例）法官违法 开封市法院加大查办力
度 （分析） 《决定》第四十条 （精解） 《决定》第四十一条 （精解） （引导案例）野外赌场聚赌 
广东化州警方一举拘传24人 （分析） 《决定》第四十二条 （精解） 《决定》第四十三条 （精解） （
引导案例）重案讯问录音又录像 侦查工作受监督 （分析） 《决定》第四十四条 （精解） 《决定》第
四十五条 （精解） 《决定》第四十六条 （精解） 《决定》第四十七条 （精解） 《决定》第四十八条
（精解） 《决定》第四十九条 （精解） 《决定》第五十条 （精解） 《决定》第五十一条 （精解） 
《决定》第五十二条 （精解） 《决定》第五十三条 （精解） 《决定》第五十四条 （精解） 《决定》
第五十五条 （精解） 《决定》第五十六条 （精解） 《决定》第五十七条 （精解1） （精解2） （精
解3） （精解4） （精解5） （引导案例1）美女警察上街诱惑执法 刑诉法不予认可 （分析） （引导案
例2）巧施妙计走私毒品 技术侦查揭穿邮寄阴谋 （分析） 《决定》第五十八条 （精解） 《决定》第
五十九条 （精解） （引导案例）案件侦结前辩护律师要发言 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其意见 （分析） 《决
定》第六十条 （精解） 《决定》第六十一条 （精解） 《决定》第六十二条 （精解） 《决定》第六十
三条 （精解） （引导案例）诈骗租赁站 起诉时听取当事双方意见 （分析） 《决定》第六十四条 （精
解） （引导案例1）审讯时逼供 须说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分析） （引导案例2）盲目信教破钱财 犯
意不明不起诉 （分析） 《决定》第六十五条 （精解） 《决定》第六十六条 （精解） （引导案例）凿
墙毁物 没达数额不为罪、不起诉 （分析） 《决定》第六十七条 （精解） （引导案例）起诉时复印卷
宗 将成历史 （分析） 《决定》第六十八条 （精解） （引导案例）重大复杂案件 庭审前要听取意见 
（分析） 《决定》第六十九条 （精解） （引导案例）软件开发涉密 可以申请不公开审理 （分析） 《
决定》第七十条 （精解） （引导案例）虽是认罪简易审 检察院也要派员出庭 （分析） 《决定》第七
十一条 （精解1） （引导案例）目击交通肇事 须出庭作证 （分析） （精解2） （引导案例）目击伤害
行为 关键证人强制到庭 （分析） 《决定》第七十二条 （精解） （引导案例）强奸案中的精神鉴定 可
当庭听取专家意见 （分析） 《决定》第七十三条 （精解） （引导案例）伤害案的定罪量刑 事实证据
都应调查辩论 （分析） 《决定》第七十四条 （精解） （引导案例）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和诉
讼代理人 （分析） 《决定》第七十五条 （精解） 《决定》第七十六条 （精解） （引导案例）未成年
人案件 辩护人可提出回避申请 （分析） 《决定》第七十七条 （精解） （引导案例1）侵占他人财物
逃匿 可中止审理 （分析） （引导案例2）被告人突遇车祸不能到庭 法院不得缺席审判 （分析） 《决
定》第七十八条 （精解） （引导案例）诈骗涉案金额巨大 审限需要延长 （分析） 《决定》第七十九
条 （精解） （引导案例）暴力干涉婚姻 自诉案件有审限 （分析） 《决定》第八十条 （精解） （引
导案例）盗窃案简易程序审 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 （分析） 《决定》第八十一条 （精解） （引导案
例1）哑人盗窃案 不适用简易程序审 （分析） （引导案例2）社会影响大的案件 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分析） （引导案例3）合伙盗窃有不认罪的 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分析） 《决定》第八十二条 （精
解） （引导案例）奸淫幼女案 审判时要组成合议庭 （分析） 《决定》第八十三条 （精解） （引导案
例）伤害案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要尊重被告人意见 （分析） 《决定》第八十四条 （精解） 《决定》第
八十五条 （精解） （引导案例）危险驾驶案 快审快判 （分析） 《决定》第八十六条 （精解） （引
导案例）轻伤害认罪案件 审限只有20日 （分析） 《决定》第八十七条 （精解） （引导案例1）被告
“认命”要撤诉 法院维权要开庭 （分析） （引导案例2）贪婪敲“外遇”人 法院二审不开庭 （分析
） （引导案例3）案件不开庭≠案件不公开审判 （分析） （引导案例4）死刑犯上诉 案件一律开庭审
理 （分析） 《决定》第八十八条 （精解） （引导案例1）法院二审开庭审判 检察院不得缺席 （分析
） （引导案例2）检察机关二审阅卷不再“无期” 一个月内必须完毕 （分析） （引导案例3）检、法
各有办案期限 不得互相挪用 （分析） 《决定》第八十九条 （精解） （引导案例1）湖北“杀妻”错
案 滥用发回重审是致冤案主因 （分析） （引导案例2）牢底不再“坐穿” 案件发回重审仅限一次 （
分析） 《决定》第九十条 （精解） （引导案例）案件重审遭遇补充起诉 上诉可加刑 （分析） 《决定
》第九十一条 （精解） （引导案例）刑案被告被提起附带民事赔偿 二审审限可延长 （分析） 《决定
》第九十二条 （精解） （引导案例）私挪涉案款物 办案法官被法办 （分析） 《决定》第九十三条 （
精解1） （引导案例1）复核死刑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核准或不核准裁定 （分析） （引导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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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中“新生” （分析） （精解2） （引导案例1）死刑核准前 最高人
民法院法官需会见被告人 （分析） （引导案例2）律师在死刑复核中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既“听”又“
取” （分析） 《决定》第九十四条 （精解） （引导案例）干部被控强奸女演员获刑7年 申诉25年被
判无罪 （分析） 《决定》第九十五条 （精解） （引导案例）买妻案再审 避开原审法院 （分析） 《
决定》第九十六条 （精解） 《决定》第九十七条 （精解） （引导案例）“王子发案”之“真凶”案
未结王子发继续服刑 （分析） 《决定》第九十八条 （精解） （引导案例）犯寻衅滋事罪剩余刑期3个
月以下 留看守所服刑 （分析） 《决定》第九十九条 （精解） （引导案例）患重病或哺乳期罪犯 可以
暂予监外执行 （分析） 《决定》第一百条 （精解） （引导案例）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 同时抄送人民
检察院 （分析） 《决定》第一百零一条 （精解） （引导案例）法院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 要抄送同级
检察院 （分析） 《决定》第一百零二条 （精解） （引导案例）暂予监外执行脱逃的 应当及时收监 （
分析） 《决定》第一百零三条 （精解） （引导案例）缓刑、假释 应由哪个机关负责执行？
 （分析） 《决定》第一百零四条 （精解） （引导案例）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 由哪个机关执行？
 （分析） 《决定》第一百零五条 （精解） （引导案例）减刑、假释 检察院要同步监督 （分析） 《
决定》第一百零六条 （精解） 《决定》第一百零七条 （精解1） （引导案例）对犯罪的未成年人 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 （分析） （精解2） （引导案例）未成年人犯罪 公检法均要保障其得到法律帮助 
（分析） （精解3） （引导案例）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要进行社会调查 （分析） （精解4） （引导
案例）对未成年犯要少逮捕 并与成年犯分别关押 （分析） （精解5） （引导案例）讯问和审判未成年
人 要有合适成年人到场 （分析） （精解6） （引导案例）对未成年人犯罪 可以附条件不起诉 （分析
） （精解7） （引导案例）对附条件不起诉人 应监督考察 （分析） （精解8） （引导案例）附条件不
起诉人考验期内的表现 决定对其的后续处理方式 （分析） （精解9） （引导案例）被告人不满18周岁
的 不公开审理 （分析） （精解10） （引导案例）未成年人犯罪 不良记录应封存 （分析） （精解11）
《决定》第一百零八条 （精解1） （引导案例）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自愿的 双方可以和解 （分析） （
精解2） （引导案例）符合法定条件和范围的 可以和解 （分析） （精解3） （引导案例）达成和解的
案件 可以从宽处理 （分析） 《决定》第一百零九条 （精解1） （精解2） （精解3） （精解4） （引
导案例）嫌疑人逃匿的 其违法所得的没收应依程序 （分析） 《决定》第一百一十条 （精解1） （精
解2） （精解3） （精解4） （精解5） （精解6） 《决定》第一百一十一条 （精解） ⋯⋯ 第三部分刑
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对照表 第四部分法律及相关规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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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刑事诉讼活动是为了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因此，为了有效地同
犯罪作斗争，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赋予司法机关应有的职权、手段，保证其能够及时地发现犯罪事实和
犯罪嫌疑人。
同时，侦查、起诉、审判作为带有国家强制力的公权力，它们的运行必然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权利带来影响，为了保障人权，又必须对各项权力进行规制。
整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贯穿着坚持有效惩治犯罪与有力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原则。
既要增加诉讼手段，完善诉讼程序，提高突破案件、收集固定证据、发现和缉获犯罪嫌疑人的能力，
又要推进诉讼文明、诉讼民主，提高保障人权的水平，使两者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新的动态平衡。
例如，适当延长拘传时间，是实践中反映突出的问题和强烈的要求，目的是为了对尚达不到拘留、逮
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能够通过强制到案进行讯问突破案件，初步核实事实和固定证据。
办案实际表明，在现有的12小时内突破案件的很少，不得不采取其他方法甚至采取变相侵犯犯罪嫌疑
人人权的方法。
因此，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延长了拘传的期限。
但是拘传不具有羁押的性质，侦查办案不能把突破案件的主要或者唯一的途径寄托在拘传讯问上，我
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把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传时间从24小时修改为12小时，并且规定不
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如果超过24小时，就是人权保障的一种倒退，有损我国的
法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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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刑事诉讼法条文精解与案例适用》旨在完善证据制度、完善强制措施、完善辩护制度、完善侦查
措施、完善审判程序、完善执行规定，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特定案件和一些特殊情况，规定了
特别的程序，增加一编“特别程序”。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由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制约权力、保障人权为导向，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是对
十多年来刑事司法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是办理刑事案件
的基本法律依据，其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刑事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将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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