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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9_99_88_E

6_9C_89_E8_A5_BF__c122_486069.htm 最高检察院最近出台《

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

工作流程(试行)》和《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建设规范(试行)》，对检察机关自侦

案件中的口供取证问题进行了规范和约束，这说明最高检察

院已经对反腐败侦查中口供的获得，从合法性、真实性角度

进行了强化。这是检察机关严守司法公正的一项有深远意义

的举措。 反腐败审判中，律师和公诉人交锋最多的问题，不

是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事实真相问题。绝大多数审判中，律

师和被告对检察机关审讯笔录的真实性都提出了疑问和异议

，有相当部分则提出了存在刑讯逼供的反指控。这里有三种

情况，一种是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进行的翻供；二是

嫌疑人在单独被审讯时不懂法律作了误解性陈述，经过律师

会见后明白了要害问题，进行的符合事实真相的澄清；三是

确实存在刑讯逼供和歪曲记录，被告当庭进行控告和反驳澄

清。 检察自侦案件的口供之所以经常受到挑战，一是因为检

察院既是侦查人、批捕人，又是起诉人，从拘留、逮捕、侦

查、取证到送上法庭，并没有其他的机构对其进行监督制约

；二是社会情绪痛恨腐败，检察机关承担着反腐败的重任，

而腐败分子往往都会负隅顽抗，以高压态势进行侦查审讯是

普遍存在的；三是因为职务犯罪的隐蔽性，主要是受贿、行

贿犯罪的隐蔽性，没有其他的书证和旁证，检察以口供起诉

，法院也往往以口供定案，口供成了确定一个人有罪无罪的



基本证据，控辩双方都不会放过。由于这种争论是无法用其

他证据佐证的，往往各不相让。越是认真负责的律师，越会

成为检察机关心目中最难对付的也最讨厌的人。而检察机关

和法院的一个理由就是：你说有刑讯逼供，你拿出证据来；

你是相信国家检察机关，还是相信一个罪犯的翻供狡辩？而

对于孤身一人接受审讯的被告和不在现场的律师而言，要找

出直接的刑讯逼供证据是不可能的。所以，绝大多数的口供

虚假辩护，检察院都占上风，法院往往采信控方意见而否定

律师意见，有的刑讯冤案就这样造成。 为了增强口供证据的

可信性，随着科技的发达和办案设备的改进，检察机关开始

以审讯同步录像的方法固定口供，以便在法庭被告翻供时当

庭指证。同步录像要证明的主要目的为：1、证明没有刑讯逼

供和人身迫害；2、被告是亲口进行了罪行供述。以此说明指

控证据可靠、合法、真实。而事实上，这类证据的缺陷是一

目了然的。真正有经验的律师并不会轻易相信这样的录像。

因为一、制作这些录像是没有客观第三者在场的。作为要指

控他人犯罪并事先就准备作为有罪证据使用的录像，其选取

的镜头内容并不全是客观真相的原始反映；二、提供到法庭

上的录像往往是经过过滤的，真正刑讯逼供的场面不可能录

下来，录下来也不会提供给法庭上播放；三、提供的录像往

往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是被告承认有罪的那段口供，对于侦

查三个月六个月的嫌疑人，法庭一天半天庭审不可能把之前

的所有录像全部播放一遍。而从所有的已经查明的冤假错案

来反溯，冤案被告交代有罪时，都是言辞恳切非常可信的。

有的还有非常感人的“自我认识”。因为此前的逼供、引诱

和“思想教育”已经把他完全搞服贴了，才进行录像，把假



的也说成真的一样。有的甚至为其洗了脸换了衣服才让他再

说一遍。这样的“结果”录像并不能体现真实的“过程”。 

为此，最高检察院总结办案经验教训，在这次文件中规定：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录制的起止时间，要从被讯问人员进

入讯问场所开始，到被讯问人核对讯问笔录、签字和捺手印

结束后停止。录像要以画中画方式显示，主画面反映被讯问

人正面中景，全程反映被讯问人的体态、表情，并显示同步

录像时间，辅助画面反映讯问场所全景。 在临时场所和使用

不具备画中画功能的设备时，录制画面主要反映被讯问人，

同时兼顾讯问场所全景，并显示同步时间。甚至规定，对参

与讯问人员和讯问室温度、湿度，在讯问人员宣布讯问开始

时要以主要画面反映。对讯问过程中使用证据、被讯问人辨

认书证、物证、核对笔录、签字和捺手印的过程应当以主画

面反映。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最高检察院对法庭证据中经

常发生的律师质疑进行了全面的采纳，试图有效地防范录像

证据不全面、不客观的问题。既可以有效防止检察机关司法

人员违法办案，又可以大大提高言辞证据的可信度和合法性

，提高公诉的成功率。因此，我们为高检的这一举措拍手叫

好。同时，也期望这些规定能够尽快在全国检察机关实施，

而人民法院和律师在司法活动中，也要顺应检察院的这种做

法，在要求法庭出示的录像中，进行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

，使反腐败审判达到不枉不纵的目的。 作者系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

律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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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