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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B_B2_E7_9A_84_E6_c122_486021.htm 有一个合同诈骗案，

两个被告人均为文盲，与另两个有文化的人合谋诈骗他人货

款，两个文盲被抓获，另两个有文化的在逃。在公安审讯笔

录中，既有“以上笔录看过对的”也有“以上笔录听过对的

”。到底是“看过”还是“听过”呢？被告人到底看不看得

懂呢？法庭上，被告均称笔录看不懂，当时公安记好就叫他

们签了字，听了检察官读的东西，根本不是他们当时讲的。

但法院最终还是以辩解不成立为由，以他们原来的笔录定案

了。另有一个国际偷渡的案件，有一个文盲被告人的笔录中

多处出现了“欧共体”“申根签证”等非常专业化的词汇。

法庭上律师问他什么叫欧共体，被告一脸茫然。说这话不是

他讲的，是警察写上去的。 在当前的社会犯罪中，流窜犯罪

和流动人员作案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流动

人口作案。这些人有相当部分是文盲。死刑案件中，有相当

比例是这些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犯罪分子，不管他

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国家法律对他们进行刑事处罚的基本

标准是相同的。但是，从刑事侦查而言，国家法律为了实现

程序公正，对特殊人员进行了一些侦查权上的保障，如对方

言、少数民族嫌疑人、聋哑人，审讯和审判要有翻译，文盲

必须要如实宣读笔录进行核对。对于聋哑、盲人等残疾人犯

罪，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我国还在实体上规定了应当从轻减

轻量刑。这是人类社会针对弱势群体在立法上的一种特别关

怀。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办案人员出于各种因素，有的是



认为他就是罪犯，有的是为急于破案，有的是对相对愚昧人

员的一种漠视，欺侮文盲看不懂笔录而故意进行口供编造的

行为确实是存在的。有些案件定案，就是那么一两句关键的

话，如收购赃物中的主观明知，只要犯罪嫌疑人一句“当时

我知道这个车子是偷来的”就可以定罪了。“这种人做掉他

算了”，特定的环境下可能是玩笑，也可以理解为故意指使

杀人，也可以理解为打一顿。如果文盲犯罪嫌疑人不承认，

侦查人员将之记录成明知，或者把前后文环境进行断章取义

的记录，而后读笔录时不如实宣读，连续再作几次这样的笔

录，被告就属供认不讳，案件就可以成为铁案了。如果被告

人在法庭上提出他的辩解，说当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

不是这样说的，检察、法院都可以认定为认罪态度差、翻供

，可以重判。口供不如实记录的后果，就是直接产生冤案。 

那么，文盲的讯问笔录应当怎么做？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95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

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

，应当签名或盖章”。其实，这个法条本身是有很大漏洞的

。这是建立在执法人员“性善论”的基础上的，即执法者都

是严格守法的好人，不会骗文盲嫌疑人。因为对于文盲，办

案人读的同写是是不是相同，他根本无法监督。“听过，对

的”本身就是看办案人的良心，是不是真正照读，不照读你

怎么办？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 绝大部分侦查人员是会按照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办案，来制作笔录

的。但有些久侦难破的案件，似是而非的案件，有罪推定的

案件，主观臆断的案件，要定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搞个认罪

口供。这就促使办案人产生利用文盲的弱点来办案。 同时，



人与人之间表达方式的不同和文字理解能力和记录能力的差

异，方言和书面语的差异，都会使笔录的含意产生歧义。因

此，仅仅靠侦查人员的公德心是无法做到笔录记录原原本本

地忠实于文盲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的。怎么办？用同步录像、

录音记录口供是一个好方法。在讯问的时候，对嫌疑人同步

录像、录音。侦查机关如果能够这样做，刑诉法对文盲制作

笔录的法律缺陷就可以很好的弥补，不仅可以提高案件的质

量，也可以大大地减少被告人翻供，节省司法资源。如果做

不到这一点，就应当以其当庭审判的陈述为准，而不能轻信

侦查笔录。 提出这个问题，好象是个小事，但对现阶段的中

国而言，却十分重要。目前全球共有约8亿文盲，中国文盲占

十分之一强，总数高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印度。现在中国

每年还新增文盲50万人，90%分布在西部，其中七成是女性。

湖北省一项调查显示，全省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比例３年增加了３倍。 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中

，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由１７.６％上升至８１％。 据浙江

北部某区的统计数字，来自贫困地区的外来人口犯罪占总犯

罪率的8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文盲。可见，对文盲犯罪的

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公正、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盲

已因失去教育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不能再因其有

先天的不利而再给他们不公的司法待遇。 徐宗新：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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