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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这一论断不仅已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而
且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依靠法治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例证，可以说
俯拾即是。
而翻开古今中外东西各民族的历史，完全摒弃法律制度而能够保持国家昌隆、社会繁荣进步的例子，
却是绝难寻觅。
盖因在摆脱了原始和蒙昧以后，人类社会开始以一种“重力加速度”飞速发展，人的心智日渐开放，
人们的利益和追求也日益多元化。
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社会，　“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而在建立和维持一定秩序的各种可选择方案（暴力的、伦理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中，制定一套法律
制度，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实施、推行，无疑是一种最为简捷明快、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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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证据规则作为约束刑事诉讼取证、举证、质证和论证等程序的规范与准则，包括实施证据能
力的规则和规范证明程序的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实证研究》立足中国实际，以实证的方法，从多个方面梳理了我国现有的僵性刑事证
据规则，并从地方的视角对“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进行了深入剖析；结合实证调研资料，揭示了目
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潜规则”，考察了证据规则的实施现状、问题及原因；在明确刑事证据规则的理
论定位后，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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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罪从判定”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
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与经典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它仅是将确定一
个人有罪的权力授权于法院，而并没有确立被追诉者在定罪前的法律地位。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尽管《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了“疑罪从轻”，罪重的量刑上从轻；“疑罪
从死缓”，罪应判死刑的判处死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般不敢宣判无罪；同样，在二审程序中
发现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不是宣判无罪，而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疑罪从无”精神，在一审和二审程序中没有得到完全体现。
　　另外，《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确立
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回答”义务，这不仅不是无罪推定，而是典型地强迫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自证其罪。
　　应当说，无罪推定原则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紧密相连，它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免除了被告人
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
然而，我国不仅在立法上没有此规定，而且在证明责任分配上，例如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等基本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都仅仅是学理上的阐释，
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没有落实。
　　（二）“证据裁判”原则　　法院应当依照证据进行裁判，这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诉讼规则，我
国对此却没有规定，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证据裁判的条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证据规则实证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