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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政策 
 

刑事起诉政策研究 
 

第一部分 刑事起诉政策概述 
 

第一节       刑事起诉政策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刑事起诉政策的地位 
 

第三节       刑事起诉政策的价值目标 
 

第四节       刑事起诉政策的调控模式与调适 
 

第二部分 刑事起诉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节       公共利益 
 

第二节       诉讼效率 
 

第三节       宽严结合 
 

第四节       权利衡平 
 

第五节       罪疑不诉 
 

第六节       私诉优先 
 

第三部分 刑事起诉政策的运行 
 

第一节       故意犯罪形态的刑事起诉政策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刑事起诉政策 
 

第三节       单位犯罪的刑事起诉政策 
 

第四节       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起诉政策 
 

第五节       贪污、贿赂犯罪的的刑事起诉政策 
 

第六节       民转刑案件的刑事起诉政策 
 

“严打”刑事政策研究 
 

第一部分“严打”刑事政策的基础理论 
 



一、“严打”刑事政策的基本范畴 
 

二、“严打”刑事政策的理论依据 
 

三、“严打”刑事政策的功能 
 

第二部分 执行“严打”刑事政策的情况回顾与分析 
 

一、执行“严打”刑事政策的回顾 
 

二、“严打”刑事政策的嬗变和发展 
 

三、１９８３年以来执行“严打”刑事政策的基本分析与评价 
 

第三部分 “严打”刑事政策的内容 
 

 一、“严打”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 
 

二、“严打”刑事政策与其他刑事政策 
 

第四部分 打击严重犯罪刑事政策的比较研究 
 

一、国外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基本情况 
 

二、港澳台地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基本情况 
 

三、外国及港澳台地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政策的特点及评价 
 

四、略评我国“严打”刑事政策之发动与实施 
 

第五部分 “严打”指标分析体系的理论建构 
 

一、建立社会治安指标分析体系的条件已经具备 
 

二、有关“严打”两个指标体系的构建 
 

三、与“严打”指标体系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 
 

第六部分 “严打”刑事政策与依法治国的相关理论 
 

 一、“严打”刑事政策与人权保护 
 

 二、“严打”刑事政策与罪行法定原则 
 

 三、“严打”刑事政策与无罪推定原则 
 

 四、“严打”刑事政策与国际上的“宽松刑事政策” 
 

 五、“严打”刑事政策与犯罪预防 
 

第七部分 “严打”刑事政策与检察职能 
 

一、执行“严打”刑事政策对检察机关及其队伍的影响 
 

二、今后检察机关如何执行“严打”刑事政策 
 

第八部分 “严打”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一、更新“严打”刑事政策的理念 
 

二、完善“严打”刑事政策的内容 
 

三、提高组织“严打”的决策水平 
 

★     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一、关于立法方式 
 

二、关于证人出庭 
 

三、关于沉默权 
 

四、关于司法鉴定 
 

五、关于非法证据排除 
 

六、关于庭前证据展示 
 

七、关于简易程序 
 

八、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盗窃案件证据认定研究 
 

一、盗窃案件据特点之分析 
 

二、盗窃案件的证明对象 
 

三、盗窃案件的证明标准 
 

四、盗窃案件证据之证据能力审查 
 

五、盗窃案件典型证据模式分析 
 

盗窃罪证据认定研究 
 

一、盗窃案件证据特点之分析 
 

二、盗窃案件的证明对象 
 

三、盗窃案件的证明标准 
 

四、盗窃案件定案证据之证据能力审查 
 

五、盗窃案件典型证据模式分析 
 

盗窃罪证据标准研究 
 

一、盗窃罪证据标准研究在刑事程序法上的意义 
 

二、盗窃罪证据标准在刑事实体法上的意义 
 

三、盗窃罪证据标准概述 
 



四、盗窃罪证据标准 
 

五、盗窃罪证据标准在立案、逮捕阶段的应用 
 

六、盗窃罪证据标准的运用 
 

★     检察工作机制 
 

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研究 
 

一、检察一体化的概念及其历史渊源 
 

二、实施检察一体化的理论必然性 
 

三、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四、当前我国实施检察一体化的现实必要性 
 

五、建立我国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框架构想 
 

六、实施检察一体化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七、构建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的保障措施 
 

检察机关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对策性研究 
 

 引言：入世对检察工作的影响途径 
 

一、加入世贸组织对检察机关推进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影响 
 

二、加入世贸组织对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三、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影响及对策 
 

四、应对入世，健全和完善检察工作机制 
 

法律适用问题及立法建议 
  
 引 言 
 

 第一部分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适用中的泛化及其成因 
 

 一、适用黑社会性质组织泛化的表现 
 

 二、适用黑社会性质组织泛化的成因 
 

第二部分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及本质属性 
 

 一、关于黑社会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 
 

 二、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基本特征 
 

 三、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属性 
 

第三部分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罪及罪数划分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作用认定和责任划分 
 



 二、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适用中的罪数划分 
 

第四部分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立法反思及完善构想 
 

 一、国际社会“反黑”刑事立法要览 
 

 二、对我国刑法第２９４条“反黑”立法的反思 
 

 三、完善我国“反黑”刑事立法的构想 
 
国家赔偿实施若干问题研究 
 

导 言 
 

第一部分 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刑事赔偿免责条款的制定及依据 
 

 第二节       我国刑事赔偿免责条款的适用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国家免责的立法完善 
 

第二部分 涉财刑事赔偿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涉财刑事赔偿的立法规定与赔偿责任的构成 
 

 第二节       涉财刑事赔偿案件的办理情况与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涉财刑事赔偿的立法完善 
 

第三部分 存疑案件刑事赔偿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存疑案件刑事赔偿的法理分析 
 

 第二节       存疑案件刑事赔偿的办理情况与存在问题 
 

 第三节       存疑案件刑事赔偿的立法完善 
  
 第四部分 刑事确定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刑事确认的意义 
 

 第二节       刑事确定的主体 
 

 第三节       刑事确定的条件 
 

 第四节       刑事确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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