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1/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8_AF_89_E8_c24_45194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

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

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

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

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释解) 本条 根据

本条规定，本法有三项任务： 一、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

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

刑事追究 司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打击刑

事犯罪分子，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负有特别重

大的责任。在我国，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只能通过刑事诉讼

程序来进行。本法是从诉讼程序方面来保证准确有效地打击

敌人，惩罚犯罪的。 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惩罚犯

罪分子的前提。所谓准确，是指认定案件事实和性质，符合

客观实际，没有夸大或缩小，更没有捏造。所谓及时，是指

在法定的时间内，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办案效率。所谓犯罪

事实，是指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以及有关从重、从轻、减轻、

免除处罚情节的事实。具体说来，也就是指：谁犯罪、犯什

么罪和犯罪的时间、地点、情节、手段、后果、动机和目的

等事实。查明犯罪事实是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的首要

条件。本法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程序性法律，其基本功能是

从诉讼程序方面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因此，保证准确、及

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本法的首要任务。准确与及时，是对



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刑事诉讼的特点，决定了在查明案件事

实过程中，准确与及时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要准确地查明

犯罪事实，必须及时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分子，不给任何人

毁灭证据、破坏现场、逃避侦查的机会；要及时地查明犯罪

事实，又必须准确地审查判断每一个证据，准确地认定每个

犯罪情节。如果认定的事实失实，就会使查明犯罪事实的工

作走弯路，以致错过良机，使案件久侦不破或迟迟难决。因

此，对准确与及时的辩证关系要有正确的理解，准确以及时

为条件，及时以准确为前提，二者不可偏废。 正确应用法律

，是准确惩罚犯罪的法律保障。正确应用法律包括正确应用

刑法，也包括正确应用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正确应用法律

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依法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案

件性质，应否追究刑事责任，追究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在程

序上严格按照本法办事，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就是说办理刑事案件，只能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再有法外的

标准，更不能随意行事。 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与正确

应用法律是正确处理案件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前者是后者

正确适用的础，后者是前者实现自己目的的必要条件。两者

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最后达到准确惩罚犯罪的共同目的。 

本法在保证刑法实施、惩罚犯罪分子的同时，还要注意保障

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枉无辜。这是现代民主法治

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本法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为此

，本法在基本原则、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方面均作了具体详

细的规定，并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了严格要求，注意加强诉

讼机制方面的监督和制约，尽可能避免和减少错误，即使出

现错误也能够及时得到纠正。惩罚犯罪分子与保障无罪的人



不受刑事追究，是刑事诉讼任务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

方面，只要真正做到准确惩罚犯罪，就不会伤害无辜；另一

方面，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始终注意保护无辜，就能保证案件

质量，更准确地惩罚犯罪。而要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无辜的

任务，归根到底，是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在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应用法律，对案件作

出正确处理。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刑事诉讼中包

括：(1)凡是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嫌疑人不予立案，不能采用任

何侦查措施或侦查行为；(2)在侦查终结程序中，如果发现嫌

疑人无罪，应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3)在起诉阶段，应对其

作出不起诉的决定；（4)在审判阶段，应判决宣告无罪；(5)

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中，都要注意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与

制度办案，必须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特

别是刑事被告人、嫌疑人的辩护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保障

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

同犯罪作斗争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巩

固政权，我们不仅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还必须积极

预防、减少犯罪，防患于未然。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为了更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加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只有人民群众了解了我

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懂得法律保护什么，反对什么，以

及犯罪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才能自觉遵守法律，并积极

协助司法机关同犯罪作斗争；只有人民群众了解办案的原则

、制度、程序和方法等，才能监督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

因此，必须加强对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教育公民自觉遵守

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要求司法机关通过揭露犯罪



，惩罚犯罪，通过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通过公

开审判、公开宣判、张贴布告、印发典型案例、举办罪证展

览等行为，使广大群众懂得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和应

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激发主人翁责任感，增强社会主

义法律意识，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也使那些企图以

身试法或者不稳定分子受到威慑，悬崖勒马，不致于走上犯

罪道路，预防和减少犯罪。 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

犯罪行为作斗争，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做到： 1．要教育公民

自觉遵守法律。通过刑事诉讼活动使群众了解有关法律规定

，增强法制观念，自觉遵守法律。 2．要教育公民积极地同

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要使群众了解大胆地制止和揭露犯罪

，坚决地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意义，鼓励和保护广大群

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树立和表彰那些见义勇为、

临危不惧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先进典型。 3．要教育群众提

高警惕，加强预防犯罪工作。要使群众了解犯罪分子活动的

规律和特点，教育和组织群众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减少和

预防犯罪。 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顺利进行 这是本法的根本任务。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就是维

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坚持“依法治国”，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是发

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惩治一切犯罪分子

，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从而才能实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犯罪分子侵害的任务

，此处“财产权利”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根据宪法第13条的

规定所增补的内容，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需要。这里还须指出，由于进行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任务就

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即保障人权，因此，公安司法机关在

进行刑事诉讼时，要严格执法，而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人

权。本法作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工具，最终目的是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