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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叶绽放的香山脚下，在幽静别致的卧佛山庄，由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与瑞典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联

合主办的“‘人权保障视野下的检警关系’之《检警关系指

导规则》结项会”在这里召开。环顾会场，除了媒体和学者

，与会者不是检察官和警官，就是法官。我成了一个特殊的

少数派，按照主办者的安排，我自然要作一个发言。于是，

我的发言就从我的特殊身份开始讲起。 尊敬的孙力检察长，

各位检察官、各位警官、各位法官、各位教授、各位国际友

人：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来参加这个会

议！说我特殊，是因为我的身份。在这次会议上，在座的各

位看到，我既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也不是警官、也不

是专家学者。我感觉自己首先是这个会议的外行，然后感觉

自己就是一个弱者的代表。过去，我经常代表律师发表意见

，因为律师在政法体系中似乎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现在，

我已经不在律师界工作了，所以也不便代表律师行业发表看

法了。但是我可以代表未成年人表示态度。因为我现在工作

的领域，就是青少年权益的保护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很有

意思，我在这次会议推出的《检警关系指导规则》中，看到

了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主要是指《辩护权》）与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的有关规定。所以，在宋英辉教授

、刘广三教授、李娜教授的解读之后，我也有感而发，说说

我这个外行的有关意见和建议。 据我所知，关于检警关系的



研究，除了今天参加会议的三位教授，还有两位教授，也研

究了不少成果。这两位教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陈卫东教授，他们两位关于“检警

一体化”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认同。我也

曾经在我当时主编的《中国律师》杂志上，发表过他们类似

的文章。通过他们的研究，通过这个合作项目，对于这个《

检警关系指导规则》，我有以下“三个有利于”的总体评价

： 第一，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曾经有一句话流传很

广，但我们很多人没有在意。我认为这句话尽管很俗，但说

出了深刻的道理。这句话说的是：公安是做饭的，检察是送

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律师干吗呢？律师是要饭的。（笑声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律师在其中的地位。既然是要饭的，就

自然要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这次《律师法》的修改，在执

业权利上尤其是在推翻压在律师头上的“三座大山”方面有

明显的进步。这“三座大山”说的就是在“会见、阅卷、调

查取证”三个方面，针对律师设置的种种障碍。不好意思！

三天前，我在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节目“解读新修《律

师法》”的直播中，还就个别公安人员与检察人员对律师工

作的不配合，进行了批评。我认为，对律师工作不支持、不

配合的情况，尽管是个别现象，但暴露出了我国不少执法人

员思想和理念的不足。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制定的《检警

关系指导规则》，针对律师的辩护权作了保障性的规定。北

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运送正义的方式

》，我认为对我很有启发。如果我们把正义比喻成吃饭的话

，那么律师就应该与检察官一样，是送饭的人，是运送正义

到达法院、到达目的地的人。所以说，在检警关系中，有律



师的位置，有律师的身影，将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第二，有利于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 平常，我们见到的检

察官和警官，大多是在强调如何打击、如何严惩。但我在这

次会议上到的是，人人谈权利，个个说保障，连本次会议的

主题都是在“人权保障视野下”展开的。作为一个经常代表

弱者发言的人，我又一次看到了理念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法治的进步。过去有人常说“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人”，那

时律师也常常为这句话进行自我辩护。现在看来，这句话是

正确的。因为所谓坏人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道德

概念。按照无罪推定的法理，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只有法院

最后的说法才是结论。所以，律师为这个人辩护，不是为他

的“坏”辩护，而是为他这个“人”辩护。再说：就算他真

是坏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弱者，应该有人替他把他想

讲的话说出来。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乃至这个市场需要

律师，就因为律师是我们这个制度中不可或缺、不能忽视、

不可替代的一员。律师是代表弱者、代表私权讲话的人，所

以就需要从制度上特别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是弱者，所以同样需要特别保护。在本次项目活动中推出

的《检警关系指导规则》，规定了 对诉讼参与人和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从一个方面显

示了现代检察官长远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今天上午，孙力

检察长讲到的“四海”检察院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我不知

道这是不是一个巧合。从主办者海淀区检察院到与会的海口

市检察院、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辽宁省海城市检察院，都

是我国的模范检察院、优秀检察院。孙检说，“四海”检察

院是说明检察官“四海为家”的工作性质。我认为，更重要



的是表明了“四海”检察院的长远眼光和宽阔胸怀。所以，

我要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掌声） 第三，有利于和谐社

会的构建。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就和谐社会讲了五个方面的具

体内容，那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认为这是政治家

的总结，当然很有高度、很有深意。但是，我觉得我们法律

人还应该从法治的视角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和谐社

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二，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对立统一，或

者说平衡对话；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以法为上；四，和谐

社会的原则是道法自然。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这次推出的《

检警关系指导规则》首先并非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人权保障

。尽管工作效率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大家还是觉得人权保

障更加重要。从法治社会的创建尤其是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讲

，这个《规则》是所有法律人感到欣慰的事情。但是，如何

实现人权保障的目的，就需要一个能够平衡对抗的机制。我

们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也就是所谓的“坏人”，也就是帮助

我们自己的今天。因为，在法律上讲，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

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我们帮助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实

际上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的明天。因为，从人性上讲，他们是

我们的未来。从这个《规定》中，我们看到了类似“慎延审

，少退补，以减少犯罪嫌疑人在审前被羁押的时间”等条文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检警人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以法为上

是多么首要，以人为本是多么重要，平衡对话是多么需要，

自然和谐是多么紧要。我们都知道，保护律师的辩护权，就

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保护律师的辩护权，就要让律师

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乃至对抗。对检察官来说，没有一



个平等的对手，得到的胜利也不是真正的胜利。再说，没有

一个相当的对手，自己的战斗力也会慢慢下降的。所以，我

们一定要让律师平等地加入到参与送饭、参与运送正义的行

列。如此而来，检警关系的一体化，检律及其与审判关系的

平衡化，审判机关的中立化，就自然而然实现了。这样，和

谐社会的构建就已经解决了基本问题。 以上，我作了“三个

有利于”的总体评价，但是我还有两个担心。 第一个担心是

过去我们所讲的公、检、法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

监督如何体现。如果检警关系实现了一体化，检察机关将如

何实现对侦查机关的工作监督。尤其是联想到许多地方公安

系统的领导高于检察机关的领导，在这个一体化当中，究竟

是公安领导检察还是检察指导公安？ 第二个担心是《规则》

出台后带来的理念进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落实。正如这

次《律师法》修改的律师会见权，将来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

人时，侦查人员只能是看得见但听不见。就这一条修改，我

担心在现实中落实起来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指

硬件建设，如建一个会见的玻璃房子，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

的思想观念。同样，这个《规则》强调的人权保障理念，如

何在实践中真正体现，对许多侦查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严

峻的挑战。我相信能够参加这个项目、这个会议的人，都是

已经在理念上先行一步的人。 如果这些担心解除了，那么犯

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和律师的诉讼参与权，就将迎刃而解了。 再一次祝贺你们的

合作成果！感谢你们对人权保障事业作出的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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