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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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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羁押权控制存在一些问题，如羁押期限过长、羁

押条件不透明等，严重影响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对羁押权的控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有效控制羁押权，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
通过对羁押权的行使主体、适用范围、程序和期限等方面的研究，提出有效

的控制措施和建议，以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羁押权的控制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发展建议。

研究目的与方法



羁押权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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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押权的定义
羁押权是指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对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实行暂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力。

羁押的特点

羁押具有强制性、暂时性和预防性的特点，其中强制性是指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具

有强制性，暂时性是指羁押的时间是暂时的，预防性是指羁押是为了预防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逃跑、毁灭证据等行为。

羁押权的定义与特点



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因此羁押权的行使必须

符合宪法的规定，保障被羁押人的基本权利。

宪法基础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羁押权行使的主要法律，规定了羁押的适

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是羁押权行使的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基础

羁押权的法律基础



公正与效率
羁押权的行使应当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取向，既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

安全与秩序

羁押权的行使应当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暂时性限制人身自由，防止其逃跑、毁灭证据等行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

的顺利进行。

羁押权的价值取向



羁押权的现状及问题

03



羁押权的概念与含义

羁押权是指有权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限制在看守所、拘

留所等羁押场所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权力。

羁押权的法律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羁押权的行使、期限、条件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羁押权的实践情况

在实践中，羁押权得到了广泛运用，对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羁押权的现状



国外羁押权的法律规定
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羁押权的行使主体、期限、条件等，并对羁

押权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监督。

国外羁押权的实践经验

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羁押权制度，如独立的羁押场所、律师辩护

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等，有效保障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

国外羁押权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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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押权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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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羁押权具有强制性和即时性等特点，容易

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如超期羁押、非法羁押

等。

羁押权滥用问题

不同地区、不同案件的羁押条件和期限存在差

异，容易导致不公平现象。

羁押权不公平问题

对于羁押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被

羁押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羁押权缺乏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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