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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权研究博士文库”是由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持编辑出版的。
这个中心成立于2004年7月，是直属于广州大学、专司人权研究的科研机构。
2007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该中心成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在全国尚属首
例，这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权理论研究的重视。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该研究中心的诸多任务与成果之一。
　　“人权研究博士文库”就其命名，有两个关键词：人权研究与博士文库。
前者是其内容，后者为其形式。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人权观念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同和传播。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短语载入宪法。
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今天，全社会都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国家更迫切需要年轻一代中国学者在人权理论学科建
设和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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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监听作为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打击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等严重的有组织犯罪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然而，监听由于其秘密性也极易侵害公民的权利，如何合理使用监听手段，使其在犯罪控制与
人权保障之间获得平衡即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基于此，本书主要研究了监听的性质、监听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监听在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并在借鉴国外制度的基础上，对如何构建我国监听制度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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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序论　　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智能型犯罪层出不穷，侦查手段也随之演进，各种技术
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在犯罪侦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跟踪监视、密搜密取、秘密辨认、刑事特情
、化装侦查、电话监听、谈话窃听、邮检、密拍密录等侦查手段在与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监听就是秘密侦查手段中的一种，然而作为一种秘密侦查手段，监听如同所有其他秘密侦查手段一样
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犯罪侦查带来便利的同时，又给公民基本权益带来严重的威胁：如何界定
监听合理使用范围，监听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危险性何在，它是否应当法制化？
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监听制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节　监听的基本问题　　目前监听制度在我国法律中并未确立，对于监听制度的研究，学界
也不够深入，因此我国对监听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界定在实务界和理论界也没有达成共识。
国外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监听立法和理论关于监听基本问题的认识也并不一致。
而基本问题的界定是言说的前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监听制度，有必要厘清监听本身的内涵、特点、
类型及其基本性质。
　　一、监听的概念及特点　　（一）监听的概念　　监听概念的使用目前并不统一，国内外立法及
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界定。
我国学者对监听的概念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的界定，有的学者注重从监听内容进行定义，认为“秘密
监听是采用秘密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信息的一种技术侦查手段”。
有的定义则比较详细界定了监听的对象和方法，如“监听，又称窃听、侦听，是听取、记录自然对话
、有线通讯和无线通讯传递的信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犯罪证据的侦查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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