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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8_91_E4_c122_485161.htm 【摘要】 在刑事诉讼

中，证人作证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

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证人出庭作证难，出庭率低的问题，这

就要求必须有科学合理的证人作证制度，然而我国目前的刑

事证人作证制度尚未完善，达不到相应的司法效果，本文（

仅就立法方面）试着分析中国现行法律有关证人作证制度的

缺陷，借鉴其他有关立法，为逐步完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

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提供意见。 一、证人作证制度概述 证人

作证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证人资格，证人在诉讼中的权

利和义务，证人保护，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等一系列规则的

总合。证人作证制度包括证人资格制度，证人宣誓制度，证

人保护制度，证人的交叉询问规则，传闻规则等。建立和完

善证人作证制度应以正义理念以基础，它的贯彻执行会促进

正义理念的实现，并进一步加强刑事诉讼中的正义理念。证

人出庭作证是认真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

法原则的重要形式，是人民法院开展正常的审判工作，正确

定罪量刑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证人的证言

，是作为证人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实依据，有利于人民

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查明案件事实，揭露事实的真相，查获犯

罪分子，因此，证人出庭作证，意义重大。第一、证人出庭

作证，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活动。第二、证人出

庭作证，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第三、证人出

庭作证，有利于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虽然法律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在现实中，仍普

遍存在证人出庭难，出庭率低的问题，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

的问题，对人民法院公正、合理、高效地审理案件具有重要

意义。 二、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接受

控辩双方的当庭质证、询问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当

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并且被认为是保障案件证

据能够得到客观、公正地予以认定的最佳认证方法。我国刑

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证人证言作为我国诉讼证据

的重要法定证据之一，但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缺

陷，主要表现在： 第一、立法对证人应否必须出庭的规定模

糊不清。刑事诉讼法第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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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此条规定说明证人必须到庭作证，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

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

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

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此

条规定又为证人不出庭作证找到了借口。同一诉讼法中规定

前后却不统一，从而加剧了证人不出庭作证之现状。 第二、

立法没有对证人出庭作证例外明文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仅

对证人的适格性作了规定，却没有明文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

的例外情况。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对“准许证人不出庭”的条件作了

些规定，但该规定不够具体、全面，同时也缺乏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如该条第4项规定的“有其他原因的“，就比较原则



、宽泛；第3项规定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

用的”，明显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等。 第三、证人拒不

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

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5条规定，有关单

位和个人有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但若证人不履

行此义务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立法却没有了规定。从

某种角度上讲，这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起到了放纵作用。最高

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41条虽然规定了证人应当到

庭作证，因法定原因不能到庭作证的，须经人民法院准许。

但如果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又怎么办，未能做出明

确规定。这样，一旦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就只有完全依赖于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取得的证人书面证言了，这样就使证

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形同虚设。 第四、证人及其家属人身和财

产安全缺乏立法保障。刑法第307条和第308条分别规定了妨

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了对证

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保护措施，但法律规定仍不够具体，对

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力度不够，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

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

身保护等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

护。第五、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保障。证人在尽出

庭作证义务的同时，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误工损失和支付一定

的交通、住宿、生活等方面的费用，而现在对证人出庭作证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虽然2002年4月实施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同年10

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均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作出了规定，但刑事诉讼中



对证人补偿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证

人作证立法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份，刑诉法虽然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但由于

对证人作证的方式、程序、规则等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使证

人出庭作证制度难以在实践中落实到实处。 第一、建立强制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具有证人资格

的人均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公民对法律有效执行、实现

公平正义所负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

将被指控为藐视法庭罪，这是英美法系所遵循的传闻排除规

则的内在要求。传闻排除规则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官

不得将传闻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从而排除了传闻材料作为有

效证据的可能。因此，根据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必须出

庭作证。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是保证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

需要；是保证法律权威和实现法治的需要；是控辩双方诉讼

地位平等的体现。 第二、确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

国外许多立法都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证人明确规定了予

以拘传、罚款等惩戒措施。如《韩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

定：“对无正当理由而传唤不到的证人，可以拘传。”《日

本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受到传唤的证人没有正当理

由而不到场时，可以裁定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可以命

令赔偿由于不到场所产生的费用。“第151条规定：“作为证

人受到传唤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的，处以10万元以下罚金

或者拘留。犯前款罪的，可以根据情节并处罚金和拘留。”

借鉴国外的立法例，笔者建议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应

制定以下惩戒措施：（1）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

法院将其拘传到庭，并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2）证人经



拘传到庭后拒绝作证的，处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中关键证人或拒证情节恶劣的，可以“拒绝作

证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根据情节并处罚金。 第三、

明确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原则性规

定，法律同时也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如韩国刑

诉法第314条、德国刑诉法第251条和日本刑诉法第321条都明

确规定了证人因死亡、精神或身体的障碍、下落不明、路途

遥远等特定情况可以不出庭作证的例外规则。《德国刑事诉

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

的订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

；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

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源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

亲关系的人员。”目前我国立法却缺乏证人出庭作证例外规

则的明文规定，笔者建议立法考虑下列情形证人可不出庭：

证人死亡；证人因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不能出庭的；证

人因年迈、虚弱、怀孕等特殊情况出庭作证可能危及其生命

或健康而不便出庭；证人下落不明；路途特别遥远、交通极

为不便；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出庭的；公诉人、被害人和辩

护人、被告人同意不出庭的。 第四、健全证人保护机制。世

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此制定专门的立法，设立了专门的保

护机构。如美国于1982年和1984年分别制定了《被害人和证

人保护法》和《证人安全改革法》，并设立检察官执法办公

室作为保护证人的官方机构；德国于1998年制定了《证人保

护法》，并将联邦刑事警察局作为证人保护机构；加拿大

于1996年通过了《证人保护项目法》，菲律宾于1991年通过

了《证人保护、安全和利益法》等。我国刑诉法第49条、



第56条、第57条和刑法第307条、第308条虽然对证人保护作了

相应的规定，但缺乏具体明确的保护手段和专门的保护机构

，所以，在立法时应加以补充完善，一方面，要把我国刑事

诉讼法第49条关于保证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的规定细化，明

确证人在出庭作证前至作证后的一段时间内应有哪些措施对

证人其及亲属的人身和财产给予保护。公安机关、检察院、

法院各自有哪些职责，有哪些行为是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

证人罪的情节严重行为等。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应的法律规

定来追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保护证人及其家属方面的渎职

行为，以强化对证人的司法保护，严历打击和制裁侵犯证人

及其家属权益的犯罪行为。再次，建议建立一种证人人身财

产保险赔偿制度，当证人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时，可获得相

应的经济补偿。通过强化对证人的保护，解除证人的后顾之

忧，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这制度在2004年深圳市宝

安区人民检察院全院制度实施《证人保护工作规定》得到体

现。符合世界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丰富了我国

证人保护制度的内容，将对今后立法修正证人保护制度起到

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五、建立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和奖励制度

。第一、证人出庭作证，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和支出一定的费

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明确规定对证人在作证前后所支

出的费用和所受物质损失获得必要的经济补偿。如《韩国刑

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被传唤的证人依照法律规定，可

以请求旅费、津贴和住宿费。如德国有专门的《证人鉴定人

补偿法》，并且又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1条“对证人的补

偿”中规定：对证人要依照《证人、鉴定人补偿法》予以补

偿。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7(d)条规定向证人提供



出庭的费用和交通费。又如美国纽约州《刑事诉讼法》第610

段50条规定刑事诉讼中被传唤的证人有权得到和民事诉讼人

同样的酬金和旅费；再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1条第1项规定

：证人可以请求旅费，日费和宿费。我们可借鉴国外立法经

验，设立一项证人出庭作证的基金（刑事诉讼证人的经济补

偿应由国家财政划拨专款），由法院负责管理向证人支付，

切实解决好证人只承担义务而不能享受相应权利的问题，避

免证人出庭作证而受到经济损失。对补偿对象、范围、条件

、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使司法机关在对证人补偿时行之有据

，便于操作。第二、对于为案件的侦破和审理做出重大贡献

的证人，要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以此来进一步营造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良好社会风气。考虑我国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目前证人奖励制度仅可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1)

制止犯罪行为的见义勇为者积极主动出庭作证的或其他积极

主动出庭作证且证言对定案起直接决定作用的；(2)重大案件

特别是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恐怖组织犯罪等案件中关键证

人或重要证人出庭作证的。 上面所涉及到的可能只是一些问

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证人作证问题，还得加大普法的力度，

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转变他们的传统观念，减少畏惧

心理，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义务和自己义

不容辞的责任，并形成一种作证光荣、拒绝作证可耻的社会

风气，使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均以国家法律来规范自己的

行为，不为钱、权、势所动摇。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法律制度

的完善，都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完

善也同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倡导“

以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制度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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