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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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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

学理论认为，人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动物，人的行为选择过程

就是一个利弊权衡的过程，隐含着一种经济学上的“成本----

收益”的理性分析在内。犯罪人和普通人一样，都是谋求利

益实现的“经济人”，获利与否决定行为与否，这是一切故

意犯罪所考虑的根本问题。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延续多年的行

为选择，体现了行为人的经济理性，是侦查人员所认为的在

所有侦查资源配置方式中收益最大、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

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法学家边沁，提出

并阐述了著名的“功利主义”原则，他指出：“该原则是指

对某行为的肯定或否定，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具有增进涉及切

身利益的当事人的幸福，或者说，是以能否促进幸福来评价

行为。”而刑讯逼供最难驳斥的存在理由就是它的有用性。

“有用性”给警察带来了显著收益，自然有助于增进警察的

“幸福感”。 警察刑讯逼供最直接的收益是获取口供，最根

本的收益是破案。人类对口供的青睐由来已久，口供之于破

获案件的直接性、迅捷性、高效性远非其他证据形式所能相



提并论，“一步到位”、“多快好省”、“及时方便”这些

功利色彩极浓的词汇附身口供，使得口供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证据之王”。刑讯逼供所带来的“破一案带一串清一片”

的意外收获使民警更深刻地感受到它不寻常的收益。口供帮

助有效的破案，破案又能带来更大的收益----立功受奖。公安

机关越是破了大案、要案、悬案、疑案、积案，警察个人和

办案集体立功受奖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直接与间接的利益

所增进的幸福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警察的行为选择。因此，

在功利的驱动下，刑讯逼供难以禁止。 另一方面，刑讯逼供

的成本极其低廉。刑讯逼供所利用的是人类对肉体痛感的最

本能的恐惧。制造这种肉体的痛感和恐惧无论对侦查人员个

体来说，还是对国家而言，都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成本。省却

了引进先进侦查技术手段及设备的支出，省却了培训侦查人

员提升侦查技术水平的投入，忽略了警察连续作战、熬夜加

班的付出(实践中警察熬夜已经成为习惯，被政府甚至警察自

身所忽略)，忽略了刑讯逼供使警察正常心理和心态受到的损

伤(实际上这种隐形的损伤已被及时破案所带来的同行嘉许和

社会认同所弥补)，忽略了刑讯逼供对程序正义、公正理念、

法治实现的破坏(国家和民众对实体正义的偏重，使得这种社

会成本只有在被发现的冤假错案中受到关注)，加之刑讯逼供

案件状告难、取证难、立案难、起诉难、判刑更难的特点所

造就的低廉的惩罚成本，使得刑讯逼供成为一种收益明显大

于支出的看似“理性”的行为选择。 反酷刑必须要戳穿披在

刑讯身上的虚假的“理性”外衣。首先要辨明刑讯带来的所

谓“收益”建立在何种代价之上。慈继伟曾言：刑讯逼供----

一种执法者的违法(犯罪)行为，它所侵害的不仅仅是作为个



体的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权益，诸如人身权、诉讼权⋯⋯更重

要的是它破坏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信赖基础，警察---执法

者----正义的维护者----正义的破坏者，在这种矛盾的角色冲

突中，公众无法将对法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执法者身上，首

先是对法治的一种失望，然后是漠然，然后是拒绝为国家分

担任何的社会管理负担⋯⋯我们只要看看悬赏破案、证人拒

证，就会明白“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

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

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及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 反酷

刑、反刑讯作为世界各国提出的口号体现了一种理性的呐喊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从经济理性上理解这种行为

选择？不容置疑，反刑讯需要支付诸多成本，包括侦查技术

设施的完善、侦查人员破案能力水平的提升、民警不良办案

习惯和心理的剔除、刑讯逼供惩罚成本的增加、社会公众公

正价值观念的重塑等等。这是一项源源不断的长久投入，取

得的收益却不可能立竿见影，包括人权保障理念的接受与尊

重、警察良好形象的重塑与维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任与信仰

、公平正义观念的传播与践行，公民自觉守法习惯的养成与

坚守，国家权力机器的健康运转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事实

上，这样一条良性循环锁链所带来的宏大收益远远超过反刑

讯成本本身。 但是，生活在当今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

的功利的人们往往只能看到既得收益，而看不到预期收益，

很不愿意接受这种看似“虚无”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更不

愿意相信能从今天开始、从自己做起改变千百年来延续下来

的“经济实惠”的行为选择。这是一种消极回避且带有传染

性的病态心理，一个国家的警察群体如果长时间坚持这种行



为选择、不能走出更不愿走出这种不良心理的影响，则更多

地反映出社会的包庇与纵容，社会价值观念的偏差与错位。 

依笔者之见，经济理性的判断不是简单的加减运算，效益的

追求不能触动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底线。因此可以说，刑讯逼

供产生的效益只能是“伪效益”。“在无人道主义原则先行

限制的情况下，功利主义原则有极大的可能给国家在保护社

会利益的借口下恣意地滥施刑罚于个人而提供理由。”但是

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现代社会人道主义原则必须先行，人道

价值是反酷刑的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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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