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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BA_E8_AF_81_E8_c24_271315.htm 第四十七条 (证人证

言的审查判断)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

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

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

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相关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录)第三百零五条 在刑事诉讼中，证

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

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

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释解）本条是关于证人证言的

审查判断的规定。一、证人证言及其审查判断证人证言是指

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证人证言一般是口头陈述，以证人证言笔录加以固定；经办

案人员同意由证人亲笔书写的书面证词，也是证人证言。证

人证言的形成，一般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感受阶段，即证

人以他的感觉器官感受案件事实及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其他

事物。受生理、心理、生活经验等主观因素和案件所处客观

环境的影响，证人感受案件事实的深浅程度不同，导致证人

知道案件客观情况存在差异。其次是记忆阶段，即证人将其

感受到的案件事实记下来储存在大脑中。记忆是人脑对所经

过的事物的反映。对感受到的案件事实记忆的质量好坏，除

了直接取决于证人的记忆能力外，感知的频度、时间均会影

响大脑储存案件事实的质量。最后是反映阶段，即证人将其



储存在大脑中的案件事实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司法人员表

述出来。表述主要受证人语言文字能力的影响，证人如果语

言文字能力强，表达清晰，其证言的证明力就强，反之则不

然。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决定了证人证言的主要特点是：1

。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证人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

系的第三人。一般能如实地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道的案件事

实情况。2．证人证言具有可塑性。证言不像物证，不是案件

事实直接导致的客观事物。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要受主观和客

观方面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证人的认识能力、表达能力、

道德品行和感知案件的环境都直接影响证言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3．证人证言常含有非客观叙述的内容。证言是证人对客

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因此证人除了客观叙述案件事实外，往

往会对没有直接感受到的案件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推断。证

人对案件的判断分析不是对案件事实的客观陈述，只能供司

法人员参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人证言必须经过审查

判断，确定其真实可靠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为

此本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

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

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般来说，证人证言

是真实可靠的。但是，由于刑事案件异常复杂。涉及到各个

方面；证人的范围非常广泛情况复杂，而巳对待作证的态度

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证人提供的证据、证言也是复杂的

，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还有真假混杂的。证人证言与客

观事实不相符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

面的原因：第一，证人可能故意地提供伪证，即证人主观上

故意地提供伪证。有的因证人与被告人或被害人有亲属或利



害关系而作伪证；有的因证人觉悟较低，存在思想顾虑，不

敢或不愿意如实反映案件事实而作伪证；有的因证人思想品

德不好，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提供伪证；有的证人为

了包庇犯罪人或者为了陷害无辜的人而提供伪证；有的证人

因受到司法人员的授意、引诱、威胁、欺骗，而按照他们的

需要提供伪证，等等。不管证人的具体动机、目的是什么，

但其主观上都是故意地提供伪证。第二，证人可能无意地提

供错证；最诚实的证人也可能无意地提供错证。在刑事诉讼

实践中，证人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无

意之错。证人在主观上虽然有作证的诚实态度和高度的责任

心，愿意如实地提供自己所了解的案件情况，但是，证人证

言的形成要经过感受、记忆和表述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

，由寸：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影响，证人可能没有

看清楚或听清楚．或者理解力差，记忆力不好，或者表述不

准确，从而刁；能完全准确地提供案件的真实情况，甚至提

供了完全错误的情况。对于证人的无意错证，要和故意作伪

证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无意错证与故意伪证是两种不同性

质的问题，故意伪证是要负伪证罪的法律责任的，无意错证

是不负法律责任的。证人证言既可能故意伪证，又可能无意

错证，因此，要防止证人证言的伪证和错证，就必须认真审

查判断、仔细鉴别，查证属实以后才能加以运用。证人证言

未经鉴别和查证核实以前，绝不能轻易相信。审查判断证人

证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审查证人证言的来源是否真

实可靠。主要审查证人所提供的案件情况是怎样知道的。是

他自己亲自看到、听到的，还是听别人告诉的。如果是证人

亲自耳闻目睹的，这属刁：原始证据，相对来说，其真实性



大一些，但也要进一步查明证人感知时的客观环境条件和证

人的感受能力，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是证人听别人讲

的，这属于传来证据，应当按照证人捉供的线索，去寻找直

接见闻者进行询问，收取原始证据。如果直接证人已经死亡

或者因故无法找到，应当将这种证人证言和案内其他证据结

合起来对照审查，经查对核实以后，也能作为证据间接地证

明案情；如果是证人凭自己的主观怀疑、猜测，或者是道听

途说提供的证言，不能说明自己所反映事实情况的确切来源

，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果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只能

作为进一步调查收集证据的线索。2．审查证人与案件或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有无利害关系，是否有作伪证的动

机。在诉讼实践中，由寸：证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

害人或者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为了加重或减轻犯

罪嫌疑人、被告入的罪责，证人可能提供虚假的证言。例如

有的证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属、亲友，为了减轻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可能提供不真实的证言；有的证

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矛盾，甚至私仇，就可能提供虚

假证言，以加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的证人与被

害人有特殊关系，为了谋取私利，也可能提供虚假证言；有

的证人与案件有牵连，害怕把自己牵连进去而故意掩盖事实

真相，提供伪证，等等。因此，查明证人与案件的关系，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关系，弄清证人的主观上是

否存在作伪证的动机，是审查证人证言是否真实可靠的重要

方法。3．审查证人提供证言是否受外界的干扰影响，即查明

证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供证言的。一般来说，证人在没有思

想顾虑和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地提供的证言，比较准确，



真实可靠。如果证人受到别人的指使、收买或者威胁、引诱

、欺骗以及其他压力的影响，或者在询问证人的过程中，司

法人员采取了威胁、引诱、欺骗、暗示等非法的方法，在这

些情况下，证人提供的证言就可能失真。因此，查明证人提

供证言是否受外界的干扰影响，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的重要方

法。此外，还要审查证言笔录是否完整，有无证人的签名或

盖章，如果证言笔录不符合法律要求，证言就没有法律效力

。4．审查证人证言的内容是否合情合理，有无矛盾。证人证

言是证人对案件事实情况的反映。真实的证言应当是合情合

理，没有矛盾，符合客观实际的。伪证和错证本身是不合情

理的，会漏洞百出，存在矛盾，经不起查证。所以，如果发

现证言中所提供的情况前后矛盾，本身就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还要审查证言内容

是否明确、具体，分析证言中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对查明

案件事实有什么证明意义。因为证言中的"大概是"、"可能是"

、"也许是"，等等，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内容，是没有证

明力的。对证言中不合情理、有矛盾的内容，应向证人作进

一步询问。5．审查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查明有无影响证人

作出不正确证言的因素。这种因素一般应从主观租客观两个

方面去分析。主观方面，即证人的自身状况。例如证人感知

事物的能力低、记忆力不好、表达能力差，思想方法主观片

面，或者在发案时心情过于紧张或精神过于分散，等等。这

些因素都会影响证人正确地感知、记忆和表达客观事实；客

观方面，即外部客观环境和条件。例如案发时天黑、距离远

、声音小等自然条件都会影响证人正确感知案件事实。因此

，审查证人证言时，应当仔细审查有无影响证言真实性的主



客观因素。如果发现疑问，应当进行核实，必要时，还可以

让证人辨认、对质或者对证人的能力进行鉴定等，以便对证

人证言作出正确的判断。6，审查证人证言与案内其他证据是

否一致，有无矛盾。真实的证人证言与案内的其他证据应当

是一致的，不矛盾的。如果将证人证言同案内其他证据进行

对照审查，发现不一致，有矛盾时，就要认真分析、核查是

证人证言不真实还是其他证据不真实。如果其他证据与证人

证言的矛盾不能解决，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就需要进一步查证

核实。总之，只有从各个方面仔细、谨慎地分析审查证人证

言，注意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才能对证人证言是否真实和

证明力大小作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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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