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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瑞华编著的《社会学视角下的反酷刑问题》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反酷刑问题。
对于酷刑的发生原因，研究者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从投资-收益、理性选择、力量博弈、证据供需
、挫折攻击等角度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对影响刑讯者的基本因素、抑制酷刑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
践中的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于解决酷刑的立法方案，特别是《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
刑事诉讼法》出台后相关措施的效果和限度等问题，研究者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深入探讨。
《社会学视角下的反酷刑问题》并非要为反酷刑提供“灵丹妙药”，但是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和阐释，
能够加深我们对于酷刑问题的认识，逐步梳理出该现象出现的基本规律，以此为研究反酷刑问题打开
更为宽广的视野。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学视角下的反酷刑问题>>

作者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兴趣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司法制度和程序法理学。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政法论坛》、《中外法学》等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独立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代表作主要有：《刑事审判原理论》（1997—2003）；《刑事诉讼的前沿
问题》（2000—2005）；《看得见的正义》（2000）；《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
》（2003—2008）；《程序性制裁理论》（2004—2010）；《法律人的思维方式》（2008）；《刑事诉
讼的中国模式》（2008—2010）；《论法学研究方法》（2009），《比较刑事诉讼法》（2010）；《程
序正义理论》（2010）；《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2010）；《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合著
，2012）；《刑事证据法学》（2012）。
　　2004年获得中国法学会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2010年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资格。
　　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少年审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公安部执法监督员，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律师维权委员会顾问。
伺时还担任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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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法院　　法院是刑事案件的审理机关，也是刑讯逼供行为是否存在的终局裁决机关。
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庭审理中，如果有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讯问时采取了刑讯逼
供行为，所获取的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排除。
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由谁来证明？
当被告人在法庭上陈述自己曾经受到刑讯逼供，法庭该如何裁决？
　　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发生往往具有“案中案”的特点，即刑讯逼供案件发生在犯罪嫌疑人
所涉嫌的案件的侦查讯问过程中，因此，被告人一旦提出刑讯逼供的控告，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的控方
的侦查人员实际上成为了刑讯逼供案件的被控方，如果按照刑事诉讼通常的举证责任规则，主张犯罪
事实存在的被讯问者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讯问者的刑讯逼供行为存在，但实际上，由于侦查预审
阶段的被讯问者当时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如何收集证据？
时过境迁之后（可能刑讯逼供造成的伤痕已经愈合）又如何保全证据？
即使存在证据又如何向侦查机关调取相关的证据？
因此，通常法院的做法是，让侦查机关提交有无刑讯逼供的证明材料。
结果可想而知，除非达到致人死亡或者伤残的程度，刑讯逼供案件通常都会以讯问者证明自己没有刑
讯逼供而体面地收场。
事实上，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刑讯逼供由谁来举证的问题，而是被告人庭前供述的可采性问题。
在理论上说，被告人供述并不具有当然的可采性，而需要由控方进一步地证明其自愿性和任意性。
如果被告人在庭审中提出了供述的非自愿性质疑，那么作为传闻证据的供述本身已经不存在可采性，
除非提交该证据的一方提出足够的“可信性保障”。
然而，在我国的法庭审判中，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几乎具有不容置疑的效力，直接作为法官定案的根据
。
　　为何造成这种异化的程序呢？
这与审判机关的权力配置有关。
在一个以审判为中心的国家，司法权具有较为优越的地位，法官在审判中具有最终的裁决权，法院直
接排除控方非法收集的证据，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我国的审判机关在机构设置上与检察机关是平行的，甚至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上还有高于法院的
位置。
作为公诉方的检察官，还具有法律监督者的另一重身份，可以对审判活动实行监督。
法院如果在审判中排除控方收集的证据，那将使法院自身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也无形中破坏了“互
相配合”的默契。
对于法院而言，无论是诉讼监督还是错案追究，无论是当事人申诉还是人大监督，主要都是以结果的
公正为基本标准的，因此如果非法获取的口供具有真实性，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程序上的瑕疵尚不能
产生足够的排除证据效力的动力。
即使有程序性辩护，也不会有程序性裁判。
大多数属于程序违法的刑讯逼供就这样游走于法官的司法公正观念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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