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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E_89_E5_8D_8E__c122_486231.htm 禁止酷刑行为是当今

国际人权标准的重要要求，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持续努力的

一项共同任务。1984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反酷

刑公约”)。1988年10月4日，我国庄严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

这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道，在反酷刑问题上

表明了自己的正式态度。 一提起刑讯逼供学者和公众自然是

一片否定和声讨之声。其实大多数的侦查人员也是不愿意进

行刑讯逼供的，但是为什么刑讯逼供却屡屡发生呢？ 笔者认

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用！也就是说大多数刑讯逼供得出

的口供是真实的，否则谁还会使用这种手段！当然，也有少

数的错案，但这相对于众多的刑事案件毕竟是少数。其实，

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主要不是因为其结果可能不真实，而

是因为它是一种不人道的、不文明的取证方法。 禁止刑讯逼

供是理所应当的，诉讼法学界纷纷为此献计献策，如实行讯

问时律师在场、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

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但是，笔者认为刑讯逼供

仅仅禁止是不够的。在禁止刑讯逼供的同时，还必须充分保

障侦查人员能够通过合法有效的手段和途径获得证据的能力

。否则，一边禁止刑讯逼供，一边又要求快速破案，但又没

有足够的合法取证的基础和保障，这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

之嫌。这就好比治理洪水，仅仅靠堵不是根本的办法，必须

采取疏导的方法，给洪水一个适当的去处，否则，时时处处



都面临决堤的危险。 刑讯逼供被禁止后将面临两种情况：一

种情况是由于取证受限而导致放纵犯罪，社会治安恶化；另

一种情况是提高和增强侦查人员合法取证的能力，不能放纵

犯罪，维持社会的安定。显然，以放纵犯罪为代价而禁止刑

讯逼供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后者应当成为我们的理性选择

。为此，笔者认为，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首先

，应当建立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科学考评机制。目前，

破案的数量和破案率是考核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工作绩效的

两个重要指标。为了提高这两项指标，侦查人员处于功利主

义的考虑往往会采取成本小而收效大的刑讯逼供，这是人趋

利避害的本能使然。因此，以口供为中心成为侦查人员办案

的模式，这是刑讯逼供产生的内在动力。我们应当建立合理

的考评机制引导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注重物证的收集与运用

，尽量减少口供的使用，促使侦查模式从口供中心主义向物

证中心主义转化。 因此，除上述指标以外，还应当将是否依

赖口供、物证的运用程度一并作为考核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

工作好坏的指标，并且要加大这两项指标在考核中的权重，

将最后量化的结果作为晋升和奖励的依据。这样一来，侦查

机关和侦查人员就会注意物证的收集与运用。开始可能是被

动的，但时间一长，在惯性的作用下，侦查人员就会将其作

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其次，提高侦查人员不依赖口供、自觉

运用物证的侦查办案能力。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模式是功利

主义的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侦查人员缺乏依靠物证办

案的自信心的表现。侦查工作对侦查人员的要求非常高：要

求侦查人员有勇有谋。在物证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还要求

他们懂得与物证有关的科学技术。但是，目前基层侦查人员



的物证意识以及运用物证的能力与此是有很大距离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16条规定的作为警察的文化、业务

条件是：“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有良好的政治、业

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这一门槛对于从事刑事侦查的警察

来说显然门槛太低了。因此，在实践中很多侦查办案人员，

尤其是基层，根本没有经过专门的侦查技能培训，对于物证

的提取、保存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和训练，依赖口供成了他们

办案的必然选择。 笔者认为，作为从事刑事侦查的办案人员

必须在警察院校经过专门的、系统的侦查培训，此外，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应当定期接受更新知识的培训。侦查培

训应当是实战的、具体的，而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与

此同时，政府应当为基层侦查部门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提

取、保管、鉴定物证所必要人员、设备和场所。 最后，提高

政府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能力，为侦查人员获得合法、有

效的证据提供保障。这里的有效控制能力不是指国家依靠国

家机器做后盾对违背秩序者的追究能力，而是指国家依靠科

技对社会有序运转所具有的一种控制力。物证中心主义的彻

底实现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需要由一定的社会物质条

件和制度做保障。为了预防和侦破传统的犯罪，可以在车站

、地下通道、银行、小区进出口、道路、商场、舞厅等公共

场所安装监控设备。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而

且在侦破案件中已经显示出优势。例如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双江丹桂花苑小区内64岁的老太太在被轿车连续碾轧多次后

身亡，安装在小区内的监控录像拍下了当时那令人震惊的一

幕，为案件的侦查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此外，为了预防和侦

破与经济有关的犯罪，还应当尽快建立、健全个人资料和金



融信息系统。欧美发达国家有完善的个人资料数据库、银行

电子系统等，在通常情形下，这些系统为政府、金融机构的

快速有效运作提供着帮助，一旦发生违法犯罪，就可能被政

府和有关机构用来从事相关调查工作，从而侦破案件。我们

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个人资料和金融信息系统。

这样一来，在侦破案件中，侦查人员依赖这些手段就能够获

得更多有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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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