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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侦案件中查办难度最大的一种，主要体现在案件难以

突破，证据难以到位。因为贿赂案件无论是侦破之初还是以

后证据的获取和完善，其主要依赖于受贿人、行贿人的有效

口供和知情人有力证言来认定。也就是说，证据往往来源于

主观方面，客观存在的证据少之又少。况且97刑法修改以后

，把传讯、拘传持续的时间严格限定在十二个小时之内。随

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

，面对新的形式，查办贿赂案件，如何获取行贿人、知情人

的有效证据，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对策如下： 一、争取犯罪

嫌疑人口供，把握主动。 犯罪嫌疑人，即受贿人的认罪口供

，是办案人员所获取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它对全案的

侦破起着关键的作用，也是办案人员获取行贿人、知情人口

供及其它证据的有效前提。 在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犯罪事

实是最主要的。但办案人员的讯问一定要深入、细致，要挖

出行贿、受贿有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比如当时双方的位置

、姿势、钱、物的票面、包装、对话时的口头禅、特殊称呼

等。这些容易忽视的细节往往是促使行贿人，知情人开口如

实作证的的杀手锏，也为办案人员从侧面判断证词是否真实

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准确把握行贿人、知情人种种心理，

攻心为上。 贿赂案件是有较强的隐蔽性，一方行贿，一方受

贿，往往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案件的举报信息一般都是直

接或间接的来源于行贿人或有关知情人，他们往往与受贿人



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其心理活动的复杂性，

但就他们在案件中的地位而言，心理又具有相对脆弱的一面

。 面对侦查人员，行贿人、知情人一般具有以下几种心理：

1、出于本人既存和长远的利益考虑，不愿看到自己的“财神

”、“靠山”倒台。这类行贿人、知情人往往看重的是利益

。这也就是他们的弱点。办案人员可以从这点入手，利用有

关合法的手段，通过有关部门，对其利益施加影响，并帮助

他深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处境，向他发出犯罪嫌疑人颓势已

无法挽回的信号让他们感觉大势已去，迫使他们如实作证。

2、讲义气，讲信誉或出于亲情，不愿出卖朋友、亲人，加以

庇护。出于这种考虑的行贿人、知情人，往往不能强取，气

氛过于紧张，言辞过于激烈反而易激起对方的逆反心理，我

们只能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有力并兑现的政策宣

传来获取证言，如果能够争取其单位领导或开明，配合家属

做工作，让宣传工作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效果更佳。在受

贿人有所突破的前提下，办案人员可以合法的安排行贿人、

知情人与之见面，让行贿人、知情人消除作证后可能产生“

内疚”心理。在受贿人没有突破的时候，办案人员也可以策

略的安排他们单方见面，以给行贿人、知情人造成一种受贿

人已交待的假象，促使他们如实作证。 3、害怕受到法律的

追究。这类行贿人、知情人往往与受贿人，与案件有牵扯，

本身具有污点，很可能自己在案件中有违法行为。根据这一

特点，一方面办案人员可以把工作做在前面，在讯问前，把

对受贿人和行贿人、污点证人区别对待的政策向他们交待清

楚，即只要如实作证，与检察机关积极配合，可以从轻处理

，对一些关键证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承诺作证后对其不予



处理。在第一次讯问中，最好只就事实提问，尽量少涉及主

观。另一方面，办案人员可利用其害怕追究的心理，制造矛

盾，更加激发其惧怕心理，迫使其作证。 4、害怕报复。这

类行贿人和知情人往往是害怕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权势，害

怕日后犯罪嫌疑人及其亲朋的报复，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工

作带来不利影响。针对这一心理，首先办案人员必须向他们

传达查办此案的决心，受贿人可能受到的刑罚处罚，向他们

宣讲保护证人的有关措施。就办案人员来讲，也必须做到严

格保密，在操作进程中注意为证人解压，注意找证人取证的

方式和方法，切实为证人着想。 三、运用监控和其它科技手

段，巧妙取证。 现在通讯高度发达，人们的许多活动在信赖

通讯，有些犯罪活动一些重要证据也是在电线中进行和产生

的。所以对电话进行监控往往是破获案件，获取证据的捷径

。但在我国，监控往往管理较严，尤其是基层检察院，一般

案件很难获准采取电话监控，但现代科技往往给办案人员创

造了更多的方法，如加以充分利用，就可以巧妙取证。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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