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刑事诉讼法专题  

  

一、课程编码：20-070100-012-23 

课内学时：   48 学分：   3     

二、适用专业：诉讼法学 

三、先修课程：法理学，刑法学等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研究生学习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基础理论、法律规范以及司法改

革方面的知识，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前沿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提高独立、创新思考的能力。 

五、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自学、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撰写法律文书相结合。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导论                                                                 3 学时                                                                   

       1. 2012 年刑事诉讼法出台的背景与过程 

       2.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3.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意义与展望 

1  律师辩护风险难题与破解	   	   	   	   	   	   	   	   	   	   	   	   	   	   	   	   	   	   	   	   	   	   	   	   	   	   	   	   	   	   	   	   	   	   	   	   	   	   	   	   	   	   	   	   6 学时	   	   	   	   	   	   	   	   	   	   	   	   	   	   	   	   	   	   	   	   	   	   	   	   	   	   	   	   	   	   	   	   	   	   	   	   	   	   	   	   	   	  
1.1 问题的提出 

1.2 法治发达国家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方式与机理 

1.3 国外经验的启示与我国律师获取证据制度的调整 

    2  令状主义与强制性侦查行为的规制                                    4 学时 

2.1 令状主义及其起源、发展 

2.2 令状主义的正当性依据 

2.3 国外刑事司法令状程序的主要内容 

2.4 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现状反思与重构 
3  我国侦检关系的完善                                                4 学时 

3.1 警检关系的域外模式及评析 

3.2 我国警检关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3 学界有关观点述评 

3.4 司法实务部门的改革探索 

3.5 我国警检关系的完善设想 

4  刑事和解实践的考察与展望                                          4 学时 

4.1 我国刑事调解、和解的立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消极影响 

4.2 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 

4.3 国外刑事调解、和解立法与实践比较考察及其启示 

4.4 我国刑事和解的观念更新与制度调整 

5  量刑的程序控制                                                    4 学时                                                   
5.1 我国量刑程序控制的现实必要性 

5.2 域外定罪量刑程序模式及评析 

5.3 我国量刑程序控制的基本探索类型及总体特征 

5.4 我国量刑程序控制实践探索暴露出的问题 

5.5 未来我国量刑程序控制的改革方向 

6  21 世纪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展望                                      4 学时                                       



6.1 陪审制度及其功能 

6.221 世纪域外陪审制度的新发展与启示 

6.3 我国改革后的陪审制度尚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7  有效复审                                                  4 学时                                                       
7.1 有效复审的标准 

7.2 有效复审的条件 

7.3 我国复审制度有效性的阙如与促进 

8  刑事裁判的确定力与审判监督程序                            4 学时                                   
8.1 刑事裁判确定力及价值蕴涵 

8.2 刑事裁判确定力的相对性及正当性依据 

8.3 我国刑事裁判确定力及其相对性规范的现状反思 

8.4 观念与制度双层面完善对策 

9  死刑案件程序的改革                                        4 学时                                               
9.1 我国死刑案件程序改革的背景 

9.2 我国死刑案件程序改革的主要内容 

9.3 改革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9.4 尚存的问题与未来改革的展望 

10  国外羁押场所监督制度的经验及启示                          4 学时                               
10.1 我国羁押场所监督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0.2 域外羁押场所监督的基本经验 

10.3 启示 

11  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3 学时                                        
11.1 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障的理论体系 
11.2 国外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障的基本经验 
11.3 我国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障的现状与不足 
11.4 我国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障制度改革的展望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课堂讨论与结课论文相结合。具体分为：课堂讨论成绩 40％，结课论文成绩 60％，

其中结课论文字数不得少于 5000 字，参考文献不得少于 20 个。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教材： 

[1]张艳丽、彭海青、丛青茹著.诉讼程序与制度前沿专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

社,2011 

必读参考资料： 

[1]陈光中.21 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樊崇义.诉讼原理（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6]左为民.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修订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0]杨宇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11]张建伟.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12]彭海青.刑事裁判共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九、大纲撰写人：彭海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