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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8_91_E8

_AE_AF_E9_80_BC_E4_c36_51420.htm 研究中的刑讯逼供指司

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如殴打）

或变相肉刑（如冻饿），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则不一定具

有逼取口供的目的。犯罪是指有责（cupability）的人或人的

集群实施的具有一定强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讯供逼发端

于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到了近代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各国相继废除刑

讯供逼。 18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

酷刑。有关资料表明：及至20世纪的今天，刑讯逼供仍不同

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国。我国每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

件在400起左右。而我国刑法已经对刑讯逼供犯罪的处罚做了

相当严厉的规定，我国政府已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禁

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8

年10月5日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上签了字。为什

么会有这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这是本调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现象

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研究中设计了性别，年龄，参

加公安工作的时间，审讯嫌疑人的数量，参加公安工作前的

职业背景等5个自变量；对刑讯逼供、律师提前介入的评价，

所在地区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与不采用刑讯逼供条件下的刑事

案件破案率，刑讯逼供取向，易被刑讯的嫌疑人类型（该变

量又划分为身份，地区，犯罪类型，审讯中的态度4个次级变

量），办案中刑讯逼供的频度，刑讯逼供原因的归咎等6个因



变量。刑讯逼供犯罪在我国历来被归类于职务犯罪，以前的

研究侧重于“职务"而有意无意的与一般类型犯罪相区别。这

就使得这些研究没有能利用犯罪学已有的成熟的理论、方法

去研究刑讯逼供。笔者则把刑讯逼供看作一般类型的犯罪并

与其他犯罪做了比较研究，较多地从社会因素、个体心理因

素做了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偶遇问卷调查（笔者亲自到干

警宿舍发放问卷）和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调查以在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进修专科学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刑警队、

派出所）公安干警为对象（其中近二分之一是全国公安战线

的“英模”）。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即对部分干警就刑讯逼

供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对象中女性占 8.20%；参加公安工作

时间4年以上的占86.35%；审讯嫌疑人100人以上的占77.77%.

问卷除21份由笔者的同学实施调查外其余50份均由笔者亲自

调查。剔除无效问卷10份（题目要求单选而多选的、问卷中

有答案自相矛盾的、未全部填答的）最后回收有效问卷61份

。对以上资料作一般统计外，还对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

度，专业化程度，职业背景与刑讯逼供取向分别做了x2检定

（a均取0.05）检验。 文献综述 一、法律文件 罗马帝国《加

洛林纳法典》第31条规定“假如某人被怀疑对他人有损害行

为，而嫌疑犯被觉在被害人面前躲躲闪闪，形迹可疑，同时

嫌疑犯又是可能犯这类罪的人，那么这就是可以使用刑讯的

证据”。《唐律疏仪。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

情审察词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

，然后拷讯”。《世界人权宣言》（1948.12.10）前言宣示：

“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

系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之基础”，第5条规定：“对任何



人不容加以酷刑，或使以残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处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1996.12.9）第七条亦有

类似规定。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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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2.10）则是国际法关于刑讯逼供的

专门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

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

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

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二条 的规定定

罪处罚”。 二、学者著述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汉

书。路温舒传》）。“榜掠千金，不胜痛，自诬服”。（《

史记。李斯列传》）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刑讯逼供的置疑与讽

刺。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C.R 贝卡利亚（1758-1794）

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刑讯逼供这种“合法的暴

行”是强权的反映，“它只能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

地”。其根源在于：1.“与该国受到尊重的公共观念具有某

些联系”。2.“一些法庭把犯人的交代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

依据”。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耐德（1928- 

）称刑讯是“当权者的政治犯罪”。刑讯逼供的原因是1.专

制政府制度下人们认为刑讯是维护国家和公益所必要的。2.

权威的命令。我国学者则大多认为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的主

要原因有审讯者个人素质底，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民

主法制不健全，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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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