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特點 

胡錫慶*  

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它是 1979 年 7 月頒

布，並於 1980 年元旦正式實施。實踐證明，這部法律對於懲罰犯罪，維護社會治安，

保障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維護社會主義秩序，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揮了

巨大的作用。但是，近幾年來，我國在改革開放方針的指引下，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

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制度進行了大的改革，由計劃經濟逐步走向市場經濟。社會

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有了巨大發展。與此同時，犯罪情況也發生了變化，

與犯罪作鬥爭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 

刑事訴訟制度不僅要隨 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變化，而且這種發展要適應社會發展

的要求。因此，我國 90 年代初就認為要對 79 年的刑訴法進行修改、補充，以適懲罰

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秩序的需要，經過 5

年的調查研究，於 1996年對 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進行重大修改，並於 1997年元旦

正式施行。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有如下特點： 

一．國家司法機關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體制 

中國憲法第 135 條、刑事訴訟法第 7 條都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

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

律。”這是反映國家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相互關係的特點。它表明，人民

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作為國家追究犯罪的一方，它們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作為被追究刑事責任一方的刑事訴訟法關係，體現了國家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是

依法行使刑罰權的活動，是處於主導地位的。 

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實行分工負責。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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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刑事案件進行審理，並依法作出裁判。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它在刑

事訴訟中的職責是：1. 對刑事訴訟全過程實行法律監督。如發現立案、偵查、審判活

動有違法情況，適時向有關機關提出糾正意見；發現人民法院的裁判有錯誤，依法提

出抗訴。2. 批准逮捕。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須提請人民

檢察院批准；3. 依法對“貪污賄賂犯罪、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

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

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犯罪”進行立案偵查；4. 提起公訴並出庭支持公訴。凡

是公訴案件，一般都由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並在開庭審判時派員出庭支

持公訴，代表國家執行控訴職能。公安機關是國家的治安保衛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負

責偵查工作。刑事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的少數案件由其他部門偵查外，都由公安機關

立案偵查。在刑事訴訟中採用逮捕、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強制措施，均由公安機關執

行。 

實行分工負責，要求公檢法三機關，在實行刑事訴訟活動時，根據法律賦予的職

責，各盡其職，各負其責，不允許互相取代，也不允許超越範圍進行訴訟活動。 

互相配合，是指公檢法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時，在分工的基礎上，相互支持，通

力合作，以保證刑事訴訟任務的完成。由於刑事訴訟法把刑事訴訟的偵查、提起公訴

和審判三大基本程序，分別賦予公檢法三機關負責，如果沒有三機關的互相配合，任

何一個機關都無法完成自己的訴訟任務。 

但是，互相配合應該是有原則，反對無原則的相互遷就，這就需要根據“以事實

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實行互相制約。實行分工負責，在某種意義上說，

是為了實行互相監督，防止可能發生的錯誤，一旦發生了錯誤，便於及時發現和糾

正，有利於實現追訴犯罪不錯不漏，不枉不縱。 

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體制，其目的在

於保證正確而有效地執行法律，正確地實現刑事訴訟法的任務。 

二．揭露、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權的統一 

刑事訴訟法是國家追究刑事犯罪的法律，要有利於提高司法效率，及時而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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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犯罪、懲罰犯罪。從某種意義說，刑事訴訟法又是保障人權的法律，要保護公民

合法權益，防止在刑事訴訟中誤傷無辜公民。一部好的刑事訴訟法典，要做到揭露、

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權的統一。中國刑事訴訟法正是這樣做的。該法第一條確立其目的

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支

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該法第二條規定其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犯

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為了實現

懲罰犯罪和保護無辜的雙重任務，中國刑事訴訟法從基本原則、強制措施，一直到具

體程序，作了一系列規定，使之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這裏就不一一論述， 重講下

列四點： 

第壹、 關於司法機關職權的行使。為了有效地懲罰犯罪，需要保障司法機關行使職

權，提高司法效率，刑事訴訟法第 5 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

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

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實現刑事訴訟懲罰犯罪，保護無辜雙重任務的

有力保障。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核心，是服從法律，依法辦事。這裏

所說的“干涉”，當然是指違背法律的行為。只有排除這些行為，才能保證

司法機關準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貫徹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處

理案件，實現司法公正。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審

判權、檢察權，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作為一個整體獨立行使職權，而

不是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個人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第貳、 關於強制措施的適用，體現了懲罰犯罪和保護訴、無辜的統一。強制措施是

揭露犯罪、懲罰犯罪的需要。但是如果適用不當，也會誤傷無辜。中國刑事

訴訟法規定了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五種強制措施，它們

對人身自由限制的情況和程度是不同的。法律規定了各種強制的適用對象和

條件，並規定具體時限。一方面，有利於追究犯罪，防止犯罪者逃避法律制

裁；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防止濫用強制措施，保護公民合法權益。逮捕是最

嚴厲的強制措施。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60 條的規定，逮捕必須同時具備下列三

個條件：1. 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2. 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3. 採取取

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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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於法律把逮捕的決定權、批准權和執行權，分別授予人民法院、人民

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因而任何一個司法機關都不能單獨適用逮捕措施，任何

一個司法機關適用逮捕都需要另一個司法機關的配合，同時也受到它的制

約。這樣，有利於貫徹少捕方針，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同時可以有效地

防止錯捕，實現懲罰犯罪和保護無辜的統一。 

第况、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辯護權。刑事訴訟法第 96 條規定，“犯罪嫌

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可以聘請律師為其

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

其申請取保候審。”在偵查階段，律師介人訴訟雖不具辯護人資格，但可以

防止偵查機關濫用偵查權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同時，律師為犯罪嫌

疑人提供法律幫助，無疑有利於他充分行使辯護權，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公訴案件自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辯護律師自

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複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

鑒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

罪嫌疑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見。 

案件起訴到人民法院後，被告人是盲、聾、啞、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處死刑

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辯

護人可以查閱本案指控犯罪事實的材料，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合法權益。 

第肆、 實行疑罪從無原則。人民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案件，

經二次退回補充偵查後，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

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對於人民檢察院起訴的案件，經審理後認為證據不

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

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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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辯證唯物主義的證據制度 

中國刑事訴訟法的第五章以及其他章節的一些條文的規定，構成了中國刑事證據

制度。這個證據制度叫甚麼名稱，法學界有多種意見，尚難定論。但是，中國的證據

制度，是以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為指導，其基本精神是強調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依

靠群眾、調查研究、反對唯心主義。它要求司法人員在辦案中，要重證據、重調查研

究、不輕信口供，要通過收集、審查，判斷證據，查明案件事實真相，要使辦案人員

對案件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存在。所以可以稱之為辯證唯物主義證據制度。 

中國的刑事訴訟法要求收集證據要客觀、全面、合法。該法規定：“審判人員、

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

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

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件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

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中國在刑事訴訟法中提倡儘可能採用原始證據，但不排除傳聞證據。任何證據材

料，只要經過查證屬實，不論是言詞證據，還是實物證據，都可以作為定案證據。 

中國在刑事訴訟法中的舉證責任，一般由執行控告職能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

院、自訴人承擔，被告人一般不負舉證責任。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對證據有疑問，需要

調查核實的，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扣押、鑒定諮詢、凍結。 

中國在刑事訴訟中對案件的證明要求，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對用來證

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必須是確實可靠，對全案的證據必須充分，由證據證明形成的結

論，必須是肯定的、唯一的，排除其他可能。如果證據不足，就應該作不起訴決定，

或宣告無罪。 

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我們採取謹慎的態度。就是不輕信口供，只有

被告人口供，沒有其他證據，不能定案；沒有被告人口供，其他證據充分、確實，可

以對被告人定罪處刑。實踐證明，這是對待口供的科學態度，有利於促進訴訟民主

化，並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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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明刑事訴訟程序體系 

中國刑事訴訟程序，分為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兩大類。普通程序包括：立案、偵

查、起訴（公訴和自訴）、一審程序、二審程序和執行程序。特殊程序包括：死刑複

核程序、審判監督程序、未成年被告人審判程序。特殊程序是普通程序的必要補充。 

立案，就是司法機關對某事件作出追究刑事責任的決定。公檢法三機關都有依法

立案權。立案標誌刑事訴訟的開始，立案之後，公訴案件應該立即開展偵查，自訴案

件即轉入審判程序。 

偵查，是公訴案件的必經程序。其任務在於，偵查機關通過偵查活動，收集確

實、充分的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偵查終結後，對需要追究刑事責

任的，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對依法不構成犯罪、或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作出

撤銷案件處理。 

起訴有兩種，公訴和自訴。公訴由人民檢察院代表國家提起，自訴由被害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直接向法院提起。 

第一審程序分為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普通程序由審判人員或者審判員、陪審員

共三人組成合議庭，除法律規定不公開的外，一律公開審理。實行控辯式方式，由控

辯雙方舉證、質證、辯論，會議庭聽取雙方意見，經過評議，作出裁判。遇有重大、

疑難、複雜的案件，由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簡易程序是由審判員一人獨審判。簡易程序適用範圍是：1. 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人民檢察院

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2. 告訴才處理的案件；3. 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

輕微刑事案件。簡易程序是普通程序審理內容方面的簡化，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也

可以不派員出庭。如果發現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應轉為普通程序進行審判。 

第二審程序。第一審程序判決後，當事人不服，可以依法提起上訴；同級人民檢

察院認為裁判有錯誤，可以依法提起抗訴。經上訴或抗訴，案件就進入第二審程序。

中國第二審程序實行全面審理，就是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都要進行審理。二

審的判決是終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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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判處死刑的案件，要經過複核程序，以保證少殺，防止錯案。死刑立即執行

的核准權屬於最高人民法院，但對於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的案件，在必要

時，可以授權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級人民法院行使。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

案件，由高級人民法院核准。 

刑事案件是複雜，由於種種原因，可能存在錯判。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錯誤

判決，要及時加以糾正，審判監督程序，就是根據這種需要的程序。 

對未成年人的審判程序，雖然在刑事訴訟法中尚未作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

中，人民法院根據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根據國家對未成年被告人採取教育、感化、挽

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採取區別成年人而又適應於未成年人的

特點的一整套方式和方法，我相信，待這種審判方式更加成熟後，必成為刑事訴訟法

的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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