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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被称为“宪法适用法”或
“动态的宪法”，这次修改，是在1996
年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进行
重大改革基础上的又一次重要修改。

2002年十届全国人大就提出，
刑事诉讼法已不适应国内外形势的
需要，准备第二次修改。

刑诉法第二次修改的“专家建议
稿”是由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研
究中心教授徐静村主笔起草完成。

2005年9月24日到26日召开的全
国诉讼法学年会上正式宣布刑事诉
讼法第二次修订学者拟制稿完成。

全程参与刑诉法修改论证的著
名刑事诉讼法专家陈光中教授曾表
示，会议上，不少问题意见分歧比较
大， 全国人大法工委于是将刑事诉
讼法的修改向后推延到十一届人大
完成。

2009年，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再次将刑诉法再修改列入立法规
划。

2011年6月，中央政法委全体会
议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第九次专题
汇报会披露，刑诉法将再修改。

意见分歧，
修法跨越两届人大

死刑复核，最高人民法院可改判
近亲属有权提附带民事诉讼 贪官死亡或外逃可没收赃款

背景

死刑复核，最高检可“提意见”
王兆国介绍， 修正案草案明确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
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
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
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
判。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
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
律师的意见。 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
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
民法院提出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应

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
察院。

●解读
法官决定是否讯问死刑被告？ 全

程参与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讨论的著
名法学家、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
光中认为， 原来一审稿规定法官应当
讯问被告人，这个规定太绝对。二审稿
改为“法官可以讯问被告人”，“应当”
改成“可以”了，也就是说法官认为不
可以就不讯问，又过于灵活，灵活到可
以任何案件法官都不去讯问。

被告人逃匿，违法所得没收

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
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死亡， 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
涉案财产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
违法所得的申请。

●解读
贪官死亡或外逃没收赃款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

法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教授说，这主要是针对贪
污和重大贿赂犯罪。 犯罪嫌疑人本人不在国内，很
多财产也被其转移走了， 收集证据会相当困难，无
法对其进行定罪。在这种情况下，将设置一个“特别
程序”，在不定罪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遗留下来
的财产依法进行没收。

近亲属有权提附带民事诉讼
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

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
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审
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
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

●解读
被害人损失将得到更实际补偿 樊崇义教授解

释说，原来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害人本人可作为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将对执
行难问题有帮助，可有效防止被告人把财产转移，使被害
人一方的权益得到更大保障。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提交审议的修正案草案明确写入了“尊重和保
障人权”。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作说明。

修正案草案增加一编“特别程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等作出规定。

●在证据制度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在强制措施当中，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

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
●在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

以委托辩护人
●在侦查程序中，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在审判程序中，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在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