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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实践的基础上，为加强对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研究，加强对现行刑事证据制度实际运行状况的实证
分析，沈志先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编撰完成了《刑事证据规则研究》一书。

本书共十三章，第一章为总论，后十二章为分论。
书中所阐释的十二项刑事证据规则，是以刑事诉讼过程的取证一采证一查证一认证为线索来确立其内
在逻辑联系的。
本书更多的是从刑事审判的视角出发，研究法官如何在审判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证据规则，把增强刑
事证据规则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研究的基本任务，并立足于广泛的社会调研和实证分析，深入考
察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实践运用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大量具有典型性的鲜活案例，探究符合
我国刑事司法特点的刑事证据规则的内在规律。
本书还借鉴了国内外关于刑事证据的立法例及司法实践，吸收了国内著名专家在刑事证据制度方面的
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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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
现状　　（一）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
这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提供了宪法基础。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
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由此可见，我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非法侵犯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
　　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方面最早反映这一规则的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该法第三十二条中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这是宣示性的条款，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
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严禁以
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
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沿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没有丝毫改动①。
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一条再次确认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
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
使用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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