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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百多年前，英国著名思想家边沁就曾提出“证据乃正义之基础”的精辟论断。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国刑事司法领域依然存在着大量无辜者被错误定罪、正义难以伸张的现象
，其中，绝大多数错案产生的根源都是证据问题。
而作为刑事案件重要证据之一的辨认结论，更是在错案的产生方面扮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
《刑事辨认的原理与规制》在问卷调查、访谈和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媒体曝光的刑事错案进行实证分析
的基础上，对刑事辨认的原理和规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指出了当前我国刑事辨认在司法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并借鉴英美国家刑事辨认立法规定，尝试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辨认制度的基本思路和规
范刑事辨认操作与辨认结论审查的立法建议。

 《刑事辨认的原理与规制》由王佳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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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曾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挂职，现任教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要从事诉讼法学、腐败治理与廉政建
设、政府法治建设教学研究工作。
曾在《中国行政管理》、《浙江学刊》、《求实》、《人民检察》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
篇，参著《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等，独著《追寻正义：法治视野下的刑事错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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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次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国刑事辨认实践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归纳起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用频率高。
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辨认措施被使用的频率相当高，三机关的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使用频率在70
％以上。
　　（2）证明价值被高度认可。
三机关中均有90％左右的调查对象对辨认结论持“比较相信”的态度。
　　（3）对辨认活动属性的认识与实际不符。
三机关的调查对象中均有超过50％，的人认为辨认活动的属性是法定的刑事侦查措施，但事实上，我
国目前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辨认这种侦查措施，换言之，辨认还不是法定的刑事侦查措施。
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实践对辨认的重视与立法对辨认的漠视之间的矛盾。
　　（4）对辨认笔录的证据种类归属认识混乱。
所有调查对象对于辨认笔录是否是独立的证据、它属于或依附于哪种证据认识非常混乱，究其原因，
是无法可依的必然结果。
　　（5）辨认笔录记载内容泛形式化，不利于监督和审查。
超过半数的公安机关调查对象称自己仅在辨认笔录中大概描述辨认活动的过程，仅将结果重点说明。
与此相呼应，70％以上接受问卷调查的检察官和法官认为公安机关制作的辨认笔录过于形式化，对辨
认过程记录不详细，不利于监督或审查，建议公安机关改进辨认笔录的写作方法和内容。
　　（6）对人和物多采用多张照片的辨认方式，其次才是真人列队辨认或多个实物辨认，且真人列
队辨认绝大多数均采用静态辨认的方式。
　　（7）辨认操作程序存在的问题较多，突出地表现为：选择陪衬客体不注重相似性、组织辨认前
不仔细询问辨认人、对人进行照片辨认时仅使用照片复印件或一寸大头照、对人进行辨认时不还原案
发时的外貌和环境等。
　　（8）选择陪衬客体的首要标准是方便快捷，忽视了相似性的要求。
公安机关60％的调查对象称以方便快捷为主要原则，随机选取陪衬客体。
其选取陪衬人、物、照片的途径也证实了这一点。
　　（9）见证人来源混乱，相当一部分仅是走过场。
公安机关较多地采用就近随机选取或由单位内部同事充当的方法来满足有关见证人的要求，使得一部
分见证人的作用被虚化。
这是现行法律没有对见证人的来源进行规定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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