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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刑事侦讯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刑事侦讯作为一种行为的认识。
刑事侦讯是一种具有权力属性的行为，但刑事侦讯的权力属于并非意味着刑事侦讯属于侦讯者的一种
权力，相反它是一种典型的权力表达形式。
将刑事侦讯作为一种权力表达的固有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侦讯自身结构性的要素看，西方刑事侦讯中侦讯者与应讯者的关系也非平等和均衡的关系，其侦讯
结构属于一种程序性结构，程序性结构具有价值中立的特点，我国刑事侦讯及整体侦查结构也应向程
序性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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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刑事侦讯的目标与国家权力表达的目标具有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在刑事侦查中，国家权力表达具有两个目标：一是外在目标，通过侦查活动反映国家权力的存在，表
明国家权力在实施之中，且运作良好，国家控制犯罪的意愿和信心得以表达；二是内在目标，通过侦
查活动证实、控制和最终防范犯罪。
就一般意义而言，刑事侦讯的目标在于获取对于认定犯罪事实具有重要意义的嫌疑人口供，通过刑事
侦讯直接反映了国家权力表达的内在目标。
同时，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不仅是面对面的，在讯问过程中也存在对嫌疑人身体和精神
的控制和掌握，本身明确传达了国家权力的存在和控制犯罪意志的外在目标。
这一外在目标的确立通过侦讯的深入而强化，并为国家权力内在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
所以，刑事侦讯的目标与国家权力表达的目标产生了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3.刑事侦讯不仅可以直接表达国家的权力，而且权力表达的方式具有多样性。
刑事侦讯行为本身以及提讯、举止和对应讯者适宜的精神和心理压力等各种附带的具体行动都可传达
特定的权力。
这与搜查、扣押等作用于物的行为和勘验检查、鉴定等对事项的调查行为所表达的国家权力具有相似
性。
但不同的是，其他侦查行为对权力的表达又限于一种单纯的或主要是一种行为的表达（通过具体的行
动、动作作为表达的方式，尽管行为是权力表达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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