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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了解案件事实真相的人出庭向法院陈述证言。证人出庭

陈述证言，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人民

法院处理刑事案件最普遍最常用的一种证据，它具有不可指

定、不可替代的特点，在刑事证据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是因为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

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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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人出庭作证，询

问与质证就无法进行，不经过在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询问与质

证的证言，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即使在法庭开庭前侦查

人员和检察人员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证人证言，并无前后不

一，法庭开庭时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证人也必须出庭陈述

其证言，经过控辩双方询问、质证和法庭查实后，才能取得

真实和合法性，而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出于各种因素，

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仍比较严重

，特别是基层法院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几乎为零，笔者所

在的基层法院每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00多件，但每年刑事诉

讼证人出庭作证仅为5-6人，证人出庭作证率不足10%，证人

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困扰司法机关公正办案的难题，特别是严

重影响到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难以确保所有案件能查清事

实的真相，及时打击刑事犯罪，保证不放过任何一个罪犯和

保护无辜的人不受冤枉。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在

哪里？笔者经调查认为，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具体来说主要有六个方面的难题： 一是证人作证心态难

以引导。证人在是否出庭作证的问题上心态比较复杂，这是

证人的主观因素，有些是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密切的关

系，不希望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陈述；有些是与

被害人有积怨仇恨，出于报复目的而不作证；有些是怕找麻

烦，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有的是怕作证会遭到报

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生活的证人，思想和意识相对比较落

后和陈旧，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庭作证特别是指证被

告人有罪更难。因此，往往难以对证人的心态作正确的引导

。这也是证人出庭率低的最主要原因； 二是证人作证立法未

尽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只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而没

有规定证人所享有权利，从法理学上来讲没有达到权利和义

务的统一，这是我国立法体制上的盲区，并且在证人不履行

作证义务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制裁，造成刑事诉讼中义务与

制裁的失衡成了司法上的困境；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对

一些必须到庭的证人只能进行说服教育，但最终是否出庭全

由证人定夺，对拒证者司法机关更不能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

或措施，久而久之，连证人作证的义务也变成了空洞洞、毫

无法律意义的义务； 三是证人作证方式设置不科学。按照中

国现代的司法理念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在刑事诉讼中

出庭作证的方式是由检察院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连同案件

证据材料及拟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一起移送法院，由法院在

开庭审理时再通知证人到庭作证，开庭时，证人必须露面，

接受法庭核实自己的真实身份，将自己的隐私全暴露给了大

众，这无疑会增加证人的心理压力，特别害怕被告人及其家

属对自己进行报复； 四是证人作证证词难以采信。证人在庭



上作证时必须轮番接受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及

审判人员的询问、质证，对于心理脆弱的证人来说，这是一

种精神上的折磨；相对于文化层次比较低和心理承受能力比

较差的有些证人来说，经过反复多次的来回询问后，证人由

于精神上的压力过大，所回答的案件事实有时候就出现前后

矛盾、答非所问的情况，对于证人所作的这种证词，法院在

对证人的证词进行评议时往往不予采信，证人出庭作证时的

证词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五是证人权利保护难以实现。对证

人权利的保护问题，虽然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

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

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同时，刑法还专门规定了“打击

报复证人罪”，但是这种保护往往是发生了打击报复的后果

后特别是侵犯到证人及其家属人身权利后才能产生应有的作

用，而其他权利受到侵害时并没有相关详细的保护措施，因

为除了人身权利外，还有涉及到很多权利；这种事后亡羊补

牢的保护措施，会使证人根本不想引火烧身，所以就会拒绝

出庭作证；并且每年发生证人因遇到打击报复被伤残案件不

少，无疑加重了证人的心理负担和思想顾虑； 六是证人经济

补偿难以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应得的经济补偿问题，虽然在

诉讼理论界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应当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

，但法律中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误工补助

、交通、食宿等费用开支也没有资金来源，该补偿费用应该

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是财政部门中哪个部

门支付，亦没有相应的配套规定，所以现行法律只规定证人



具有作证义务的弊端就暴露出来，就让人想起见义勇为的行

为，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针对上述证人出庭难的问题，笔

者就理论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如下的解决对策： 一是立法证

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中除了要规定证人作证的义务外，

还要相应地明确证人同时应享有的权利；同时还要规定对必

须到庭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的制裁，如可以按藐视法庭罪

判处，或是将证人名单纳入不量信誉系列等； 二是科学设置

证人出庭作证方式。针对大部分证人害怕被报复和自己的隐

私被暴露而不敢出庭，可以仿照外国证人出庭的方式，证人

在法庭上不露面，既避免证人与被告人、旁听人员的正面冲

突，也可以减少证人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顾虑。从而也利于证

人能说出案件的事实真相，更容易让法院采信证人所作的证

词； 三是落实证人安全保障制度。对证人及其家属的安全要

采取有效的措施，就应该设立事先、事后的全面保护制度，

并相应地规范防范措施，对于证人及其家属采取威胁、侮辱

、殴打等报复性行为的，司法机关要从快、从重打击，从而

达到震慑犯罪分子和有效保护证人的安全； 四是建立证人经

济补偿制度。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已为各国立法确认，

我国立法中也应该规定证人作证得到补偿，同时要明确补偿

的范围和明确由谁支付该补偿费用，并且补偿费用要略高于

证人因出庭而受损失的误工补助、交通、食宿等费用，以鼓

励证人勇于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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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