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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重点提示 五、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

与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不同，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在不同阶

段的权利也不完全一样。 （一）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

诉讼权利 1. 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的权利。公诉案件自案件移

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律师有权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担任其

辩护人。自诉案件中有权随时接受委托。 2. 阅卷权。辩护律

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319 条规定，诉讼文书包

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

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

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起诉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技术性鉴定材

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

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所

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 3. 会见和通信权。

辩护律师有权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并且不论案

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都无需审查起诉机关批准，检察院也

不能派员在场（《刑事诉讼法》第 36 条、《六机关规定》第

12 条）。 4. 调查取证权。⑴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

位和个人同意后，有权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⑵有

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⑶有权在经人民检察院

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

后，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刑事诉讼法》第 37 条



）。 5. 发表意见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

疑人委托人的意见（《刑事诉讼法》第 139 条）。 6. 申请取

保候审权。辩护律师有权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

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39 条）。 7. 对超过法定

期限的强制措施要求解除权。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

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辩护律师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解

除（《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 （二）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

的诉讼权利 1. 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的权利。律师有权接受被

告人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且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

被告人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无需审判机关批准（《刑事诉讼

法》第 36 条）。 2. 接收出庭通知书的权利。在案件的审判阶

段，辩护人有权最迟在开庭 3 日以前接到人民法院的出庭通

知书。 3. 阅卷权。辩护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

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讨论记录及

有关其他案件的线索材料，辩护律师不得查阅、摘抄、复制

（“刑诉法解释”第 40 条）。 注意：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

师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是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

材料，但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是本

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4. 会见和通信权。辩护律师有

权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并且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

秘密，都无需审判机关批准；人民法院也不派员在场（《刑

事诉讼法》第 36 条、“六机关规定”第 12 条）。 5. 调查取

证权。 ⑴辩护律师有权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同意后，向他

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

据；有权在经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

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后，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⑵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申请人

可以在场。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

，应当及时复制移送申请人。 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

师在提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查

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

者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

抄、复制该证据材料（“六机关规定”第 13 条）。 6. 申请取

保候审权。辩护律师有权为被羁押的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

“刑诉法解释”第 68 条）。 7. 对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要

求解除权。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辩护律

师有权要求人民法院解除（《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 8. 质

证权、申请权、辩论权。辩护律师有权参加法庭审理，并享

有发问、辩论、发表意见以及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

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权利（《刑事诉讼法》

第 155 至 157 条、第 159 至 160 条）。 9. 非独立的上诉权。辩

护律师有权在经过被告人同意后提出上诉（《刑事诉讼法》

第 180 条）。 六、辩护人的主要义务 1. 辩护人有义务根据事

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

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合法权益。 2. 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串供、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胁、引诱

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

的行为（《刑法》第 306 条）。 七、拒绝辩护 刑事诉讼中有

两种拒绝辩护。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人为其

辩护，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 39 条“在审判过程中，



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其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

人辩护”。辩护权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的

辩护权派生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刑事诉讼法对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绝辩护权没有作理由的限制，一经

提出就应当生效，但是需要注意： ⑴对于不属于应当指定辩

护人的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

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刑诉法

解释”第 38 条）。 ⑵对于不属于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被告人当

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人民法院同意的，

在重新开庭后，如果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

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合议庭可以准许

，但被告人不得再另行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也不再另行指

定辩护律师，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刑诉法解释”第 165 

条）。 ⑶对属于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被告人拒绝人民法院指定

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但被告人须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另行

指定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第 41 条、“刑诉法解释”第

38 、 165 条）。 ⑷应当被指定辩护人的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

人为其辩护，人民法院同意的，在重新开庭后，如果被告人

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

师为其辩护的，合议庭应当不予准许（“刑诉法解释”第 165

条）。 另一种是律师拒绝继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

其法律依据是《律师法》第 29 条“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

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

师有权拒绝辩护”。依据律师法的规定，辩护律师接受委托

以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只有符合这一条件的



，拒绝辩护才能成立。这一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绝

辩护权不同。 八、刑事代理 （一）代理的程序 公诉案件的被

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

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

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

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 3 日以内，应

当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

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

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 3 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

代理人（《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 诉讼代理人应当向人民

法院提交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委托书；如果被代理人

是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

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刑诉法解释”第

50 条）。 注意：在近亲属中，只有被害人的近亲属才有权委

托诉讼代理人，自诉人的近亲属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

近亲属均无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二）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

利 1. 代理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了

解案情。其他诉讼代理人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有关

材料，了解案情。（“刑诉法解释”第 49 条） 2. 需要收集、

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代理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

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

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

必要的，应当同意。代理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

证据，人民法院认为代理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或者其他



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并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

“刑诉法解释”第 49 条） 九、法律援助制度 1. 国家是法律

援助的主体，即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 2. 公诉人出

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

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

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

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

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

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法律援助

条例》第 12 条）。 3.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之间发生

诉讼或者因其他利益纠纷需要法律援助的，由与该争议事项

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条

例》第 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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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