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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检察实务前瞻》讲述刑事诉讼基本概念的再认识、刑事诉讼目的、任务
、原则的人权保障基调、管辖制度的局部微调、回避制度的适度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明确律
师侦查阶段定位、保障律师会见权、丰富律师阅卷权、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权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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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律师辩护权与职务犯罪侦查
第四节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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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证人、警察、鉴定人和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第六节简易程序
第七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第九章 公诉环节的诉讼监督
第一节公诉环节诉讼监督概述
第二节公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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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再审案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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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未检”五位一体”机制的常州实践
第十二章其他特别程序下的检察工作
第一节刑事和解程序
第二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三节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四节建立检察机关特别程序案件职胄乏履行的组织构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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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是区分两类证据排除的强度。
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
其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
、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无条件予以排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即“
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首先限定了可能排除的前提条件为“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在此基础上又区别情况对待，“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保留，“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
解释”的才对该证据予以排除。
由于实物证据不同于言词证据，当前我国取得实物证据的手段、条件尚不完备，远远落后于同刑事犯
罪斗争的实际需要。
因为来之不易，所以倍加珍惜，通过容忍一些瑕疵的存在来换取稍纵即逝的证据，以满足惩治犯罪的
需要。
可见，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采取诸如美国的“毒树之果”彻底排除规则，而是试图区分不同果实
的“毒性”和“疗法”，以是否严重影响公正和能否补救为条件，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寻求适
度的平衡。
 二是拓宽排除非法证据的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
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均可以排除非法证据，这一全流程动态排除非
法证据的操作模式，体现了对“诉讼阶段论”而非“审判中心论”这一中国特色诉讼特征的呼应，同
时也是避免重复审查、体现诉讼经济、提高司法效率的现实要求。
 三是设计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规程。
新《刑事诉讼法》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作出了具体规定。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的规定，启动的主体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启动的
形式可以是书面申请，也可以是口头申请；启动的时间，可以在开庭前也可以在开庭中；启动的内容
“应当是提供相关的线索或者证据”，即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问、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
或者证据。
这一规定体现了较强的可操作性，重点顾及诉讼当事人及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和切实履行，彰显出程序
的规范和透明。
 四是规范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定职责。
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
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
性加以证明。
”这一规定把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明确由控方承担，同时在本条第2款还规定证明的方法，即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
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
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根据上述规定，对于经过了庭审中法庭调查、控方举证、质证和辩论的证据，如果法庭能够确认为
非法证据的，应当予以排除；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即该证据的合法性控方不能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证据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亦应当依
法予以排除。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阶段性问题，我们感觉到，全流程排除的制度设计有其理想化的一面，在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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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或许很难真正贯彻到位。
尤其是在侦查阶段，侦查主体追诉犯罪的职能定位决定了其必然专注于广泛收集证据，缺乏排除非法
证据的内驱力和自觉性。
另一个现实的障碍是，当前我们在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的证明标准上统一规定为“证据确实充分”
，没有任何的梯度性和差异性，这也导致侦查、审查起诉环节追求证据数量最大化的倾向，排除非法
证据的动力必然不足。
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于非法证据排除最值得期待和寄予厚望的，只能是在最终的审判环节。
至于侦查取证阶段，更应当强调和关注的是侦查主体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如何保持规范性、合法性的问
题，如何对于拟列人卷宗的证据材料作出有限的“剔除”，而不能苛求自我否定式的证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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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检察实务前瞻》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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