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讯逼供现象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8/2021_2022__E5_88_91_E

8_AE_AF_E9_80_BC_E4_c24_458645.htm 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

加快，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刑讯逼供这一顽症正在公安机

关内部逐步被征服。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办案部门出现了“

鸡肋现象”，缺乏可操作性审讯手段的办案人员在面对无任

何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时，产生了厌战、逃避的思

想，在审讯过程中或变相体罚或明哲保身或盲然观望。对此

，笔者认为只有真正从深层次上挖掘刑讯逼供根源,将“硬着

陆”转变为“软着陆”，才能从根本上整治刑讯逼供这一顽

症，从而实现良性循环。笔者结合经济学原理及立法、司法

实践，试对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

玉。 一、刑讯逼供现象的产生具有丰厚的经济学内涵 不少教

材、论文在对刑讯逼供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中提出，是由于

封建特权思想的作祟，以及办案人员素质不高等原因造成的

。以上观点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根源上分析，笔者认为

产生刑讯逼供现象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利益驱动”

是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内部原因 市场经济学利益理论认为，

在市场经济中，利益是促使市场主体运行的原动力。利益是

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内心冲动。它可以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

利益。是什么驱动了刑讯逼供行为呢？本人认为主要是精神

利益的驱动。这种驱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利益。在无

其他有力证据证明犯罪时，审讯人员使用刑讯逼供手段获取

口供，的确能取得快速破案的短期效应，并造就刑讯逼供者

有能力、有魄力、善断案的光辉形象,从而获取不错的政治利



益；二是社会利益。人民群众往往认为只要能破案就是好警

察，即便是使用刑讯逼供破案的警察也是好警察，而刑讯逼

供者也往往因为打击破案多，倍受社会关注，获得很好的社

会利益；三是心理利益。审讯人员与被审讯人员在法律上的

地位不对等性，使审讯人员产生了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并

在利用刑讯逼供破案中获得了其他工作所没有的强烈的征服

感和满足感。 同时，刑讯逼供能够带来巨大的成本效益。它

是由两大因素所决定的。一是由产出与投入比所决定的，即

精神利益与办案精力比。刑讯逼供办案与正常程序办案,往往

前者产出高,而后者则投入高,且高出许多。这种巨大的不对称

性对希望不劳而获的执法者来说,诱惑是很大的。二是由风险

效益比所决定的。被审讯对象法制意识不强、刑讯逼供手段

日趋隐蔽以及公安监督以内部监督、事后监督为主，缺乏有

效外部监督等原因，使得真正被查获并严肃处理的少之又少

。这种低风险(被查获,被处理)、高效益(精神利益)的审讯方

式容易引发执法者的群体效应。 2、“游戏规则不健全”是

产生刑讯逼供的外部原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上层

建筑能动地反映经济基础。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形式和产物

，作为游戏规则，能动地指导实践工作。法律制作的瑕疵和

可规避性，将直接影响执行者的价值取向。一是强烈的保护

国家权力成分。“应当如实回答”对被审讯人来说有必须回

答的义务。问题在于回答是否如实的标准在于谁?目前，可想

而知在于审讯人员。审讯人员认为你如实回答了你就是如实

回答；审讯人员不认为你是如实回答，即使你已经如实回答

了也被认为不如实回答。在这种法律保护下，即使对敢于与

审讯人员意志相违背的被审讯人员进行肉体、精神折磨，强



迫被审讯人员回答也变得合法化。二是不合理的证据采信制

度。《刑诉法》第42条规定：证据有七种，1、物证（书证）

；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

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

如果将七种证据进行分类，可分成1、5、6、7客观性证据，

具有稳定性好，可信度高的特点。2、3、4主观性证据，可靠

性较差，往往受到主体主观认知能力、心理状态等影响。目

前，由于我国对证人保护不利，不给予经济损失补偿且缺乏

制裁性条款，导致证人存在畏证心理和缺乏法律义务感，证

人证言难以收集。另外，视听资料缺乏法律规范，鉴定结论

体制混乱等诸多问题，使得口供的取得显得尤为重要。在司

法实践中存在公安机关没有口供不能破案，检察机关没有口

供不批捕，法院没有口供不审判的现象。从某种角度上讲，

检控机关成为了“调控器”，并客观上促使了公安审讯部门

为了突破口供中而不得已进行刑讯逼供。 二、综合治理，堵

疏并重，引导刑讯逼供者实现回流 经济学价值理论认为，社

会资源（人力资源）将以价格围绕价值的变化而进行自觉的

流动。要根治刑讯逼供现象，笔者认为应从思想、立法、制

度、动力等四个方面综合治理，从而引导刑讯逼供者回流。

1、转变理念，加强学习是引导刑讯逼供者回流的思想保障 

（1）转变理念。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对突破口供这一

侦查手段有很强的依赖性。从理论上认为，通过研究和制定

不同审讯手段、审讯方案可以突破任何犯罪分子的口供，以

至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对审讯艺术的研究和制定。但在实

际工作中笔者认为，审讯工作中被审讯对象、审讯人员、审

讯手段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以及被审讯人员趋轻避重



的本能，审讯法定时间、要求的限制，使得无法突破口供成

为可能。并且随着沉默权即将出台，我们刑侦审讯部门必须

转变观念，摆正审讯工作的地位，向获取口供以外的其他证

据求突破，化被动为主动。 （2）加强学习。公安审讯人员

必须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审讯业务知识，更要加强政治学

习。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水平和政治敏感性，改变以前

长期形成的“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倾向，克服凌驾于法

律之上的特权思想。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变管理为服务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确立保障人权、依

法执法的观念，正确处理好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执法与守

法的关系。切实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

问题，打牢“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从思想根

源上消除刑讯逼供动机。 2、完善证据采信制度是引导刑讯

逼供者回流的立法保障 （1）建立证据质证制度。要加快对

主观性证据质证规定的立法。控辩双方只需在法庭上提交主

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出席，若当事人、证人与法庭不在

同一地时，可借助网络实现网上法庭。在审判人的主持下，

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非经充分质证不可作为定案

证据。法庭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程序进行。对

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无论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被

告人的讯问笔录还是证人证词，非经充分质证一律不予采信

，这就使得口供的取得在非经充分质证前不能成为证据。审

讯人员自然也就不会为突破口供获取被审讯人员供述这一证

据而进行刑讯逼供。 （2）推动沉默权合法化。沉默权合法

化是历史趋势。从17世纪“利尔伯恩案”以来，西方发达国

家已施行近300年的沉默权被称为“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



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但我国由于种种原因沉默权尚未立

法，在客观上诱发了强迫被审讯人员自供其罪，刑讯逼供套

取口供的现象。由此可见，只有推动了沉默权合法化就有在

客观上杜绝刑讯逼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3、突出监督制约

手段是引导刑讯逼供者回流的制度保障 （1）强化内部监督

。在立法中，公安机关同时具有侦查取证权和采取强制措施

权两种权利。在当前形势下公安机关必须加强自身的内部监

督。督察部门应做大做细做实，加强教育、督察，真正履行

起职责。同时，办案部门内部也应建立起责任连带制和考核

捆绑制，使办案人员之间、办案人员与直接领导之间形成相

互制约。从而，变狭义监督为广义监督。 （2）强化外部监

督。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等部门作为公安机关法

定的外部监督机构，在监督内容上应向广度、深度方向发展

，使监督从刑讯逼供后嫌疑人有明显伤残或举报、申诉后进

行被动倒查向主动参与审讯、审查讯问笔录，以及对犯罪嫌

疑人进行实地了解。在条件成熟后，检察、纪检等部门可在

各一线办案单位设立联络室，加强日常工作的监督，在制度

上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同时，应加强社会和新闻媒体

的监督，在全社会营造气氛，使刑讯逼供真正成为每个审讯

人员心中的一条高压线。 （3）强化事中监督。审讯工作因

为长期以来缺乏外部监督，虽在近年来加大了对刑讯逼供人

员的查处力度，但刑讯逼供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前必须加强

事中监督，建立统一规范的审讯室，在条件成熟后，可运用

高科技的手段对审讯工作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加强审讯人

员之间的责任连带机制和警务督察机制，逐步实现审讯工作

的规范化、透明化、法治化，防范于其中。 （4）强化事后



监督。制度的形成最终在于落实，在加强事中监督的同时更

应加强事后监督。督察部门、检察机关应建立回访制度和红

黄牌制度，通过随机的不定期的对被审讯人员进行回访倒查

，以掌握审讯人员的工作情况。对轻微有苗头的发出黄牌警

告，对黄牌警告后仍不能悔改的将红牌出局。这一制度的建

立将改变平时不闻不问，出事后无法挽回的现状，既对审讯

人员是一种爱护，更在机制上预防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4、

细化考核激励机制是引导刑讯逼供者回流的动力保障 公安机

关办案部门，由于工作性质、工作范围的原因，工作面广而

杂，工作量多少难以简单地与实绩大小划上等号。同时，办

案部门日益细化分工和多部门协同作战的工作要求，使得个

人工作考核显得复杂化，难以量化。如何建立科学的考核激

励机制，已成为当前办案部门的一大难题。笔者认为，对个

人工作的考核，应该摒弃单一的“实绩观”，只看结果的思

维模式。细化量化工作，建立长期的动态管理，系统化、透

明化、综合化地分析和评价每位民警的思想素质、工作能力

、合作能力、自律能力，因人而异，因才而异，将人力资源

最大化。变单项考核为综合评估，坚持考核标准统一性、公

正性、全面性，在管理中逐步实现由经验管理向科学化、民

主化管理的发展。同时借鉴“海尔模式”、“微软模式”等

优秀企业管理模式，建立公正、公平的适度竞争平台，引入

竞争机制、团队精神、企业文化，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刑讯逼

供现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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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