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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传闻规则是以人证中心主义为庭审特征的英美法系基本的刑事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最有特
色的“元素”，是继陪审制度之后，在实践中最有独创性的贡献。
其于证据法中受重视程度仅次于陪审团，可以说是英美证据法的核心和灵魂，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完全
可以认为，没有传闻规则，就没有英美证据法，其证据法学也就失去了富有魅力的特色。
因此，探究刑事传闻规则的概念内涵、外延指涉、司法运用、法理意蕴和价值指向，分析其流变及发
展趋势，揭明其与有关诉讼和证据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于英美法系外国家和地区移植及与其他制
度媾合的情形，考订其中的得失，并从这一“元理论”出发，初步构建中国刑事传闻证据的理论和制
度，是实现我国刑事庭审制度真正当事人主义化的应然选择。
    本书对刑事传闻规则的研究从逻辑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至第四章为传闻规则的本体研究，
旨在阐释传闻规则的范畴，分析其法理基础，梳理作为传闻规则主要代表的英美等国家传闻规则的例
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和刑事传闻规则进行辨析，并揭示了刑事传闻
规则的发展趋势，以此完成对刑事传闻规则的学理探讨。
本体部分的研究表明，刑事传闻规则虽然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的产物，与对抗制有着不解之缘
，浸染了浓厚的英美法系的法律文化特征，但其蕴涵的诉讼机理及对抗制下的人证制度精神则具有超
越法系的价值，尤其是其所昭示的对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的意义，与刑事司法国际化的一些价值
诉求具有同质性，应当为英美法系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吸收，而这已经在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
区成为现实。
第五章开始至结尾为传闻规则的移植研究，本部分将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英美法系以外国家和地
区移植刑事传闻规则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
受制于本书研究传闻规则所设定的问题意识——中国（大陆地区）刑事人证制度的立法及改革，本部
分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法律文化和历史传统具有相近性甚或有血缘关系的日本、我国的台湾和大陆地区
。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刑事传闻规则的移植研究事实上包含两个层次，由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在
其各自的刑事诉讼法中引入了刑事传闻规则，所以，对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是在已然的层面上
进行的，这种实践的价值正好弥补了在本体研究中存在的学理上的不足，即刑事传闻规则在英美法系
外的施行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而其司法实践中因之存在的问题及由此生发的理论反思，又可为我国大陆地区可能进行的刑事传闻规
则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对我国（大陆地区）刑事传闻规则立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是全书的落脚点，在对当前刑事庭审中
因人证不出庭而书证盛行所导致的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进行充分考量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如下解
决方案：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维护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和保障人权，推动庭审实质化，实现司法公正
，并就此对我国的刑事传闻规则立法进行了初步设计。
    第一章是关于英美刑事传闻规则及基本法理。
本章首先分析了传闻规则的基本概念，通过分析，本书认为，关于传闻证据的定义，应当界定为：用
以证明所主张事项真实性的庭外陈述，该陈述包括口头、书面及有明确意思表示的叙述性动作三种形
式。
接着，分析了传闻证据和我国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传来证据的关系，传闻证据和非传闻证据
的关系，以及传闻规则与要求原物原件规则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就司法实践中的刑事传闻规则的应用情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运用刑事传闻规则的五阶
段分析方法。
在本章的第三部分，笔者论述了刑事传闻规则的基本法理，即刑事传闻规则在整个刑事证据可采性规
则中的地位，排除刑事传闻证据的理由，即发现案件真实、维护程序公正及实现诉讼效益。
重点论述了传闻规则通过抑制控方举证而有利于维护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平衡的价值及刑事传闻规则
与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关系。
本章最后还论述了刑事传闻规则因应现代社会的变化，其理论基础也在不断调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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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是关于英美刑事传闻规则的例外。
本章以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和美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
英国刑事传闻规则的例外以普通法为基础，逐渐发展和演变，并在近现代得到制定法的确认或修正，
本章就其普通法和制定法中的例外进行了介绍和评析。
关于美国刑事传闻规则的例外，笔者重点介绍了《联邦证据规则》中有关传闻规则及其例外的规定。
本章最后部分还对英国和美国刑事传闻的例外特征进行了比较，以期对英美刑事传闻规则的例外有更
加明晰的认识。
　  第三章是英美刑事传闻规则的改革及其评析。
本章从分析有关对刑事传闻规则的质疑人手，在厘清近年来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刑事传闻规则改
革的基础上，就有关传闻规则改革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作了评析。
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古老的证据规则，与其他证据制度一样，传闻规则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因应社
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革是其固有的属性。
而就刑事传闻规则于实现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来看，它保障了当事人的对质询问权（由此也更利于事
实的发现），有利于维持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维系审判的正当性。
如果废除传闻规则，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将受到影响。
同时，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刑事传闻规则可以巧妙地将司法判决与传闻相疏离，实现审判的剧场化效
果，保障了司法的权威性，使司法判决显得更加公正而更易为人接受。
传闻规则还为当事人控制证人证言的来源提供了手段，它指出了传闻证据具有伪证危险，因而，要求
法官对之保持极其谨慎的态度。
传闻规则的发展路向应该是，现有的传闻规则及其例外将在变革中继续存在下去，与此同时，传闻规
则将会逐渐放宽，法官在使用传闻规则的自由裁量权将得到加强，这是和证据可采性规则共同的变化
趋势。
    第四章是关于刑事传闻规则与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比较研究。
本章的分析认为，一方面，由于诉讼模式和法律传统等因素的异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和刑事传闻规
则各自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发挥作用的方式，虽然二者有竞合之处。
另一方面，由于当今时代，刑事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正日渐受到重视，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共同追
求的法治目标，所以，刑事传闻规则之于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和对质询问权的保障意义，使其具有超
越法系的价值，吸收刑事传闻规则的精神，必将有裨于英美法系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这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所言，“自真实之目的观之，直接审理原则与传闻法则虽殊途同归。
惟就保障被告诘问权以及落实以当事人诘问证人之公判重心而言，禁止使用未经被告反对诘问之供述
证据的传闻法则，将更能贯彻对被告程序权益的保障，同时在理念上，传闻法则的采用将更有助于我
国刑事程序当事人进行之诉讼架构的确立和发展。
”    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传闻规则研究。
日本对刑事传闻规则的引入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其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混合式诉
讼构造相适应，其刑事传闻规则的理论及立法，是一种折中主义的体现，其典型如以制作主体确定证
据能力的关于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警察笔录的规定。
就司法实践来看，由于立法规定了多种形式的传闻书证以及当事人同意的笔录或合意的笔录的传闻例
外，导致刑事传闻规则的例外常态化与审判中的书证中心主义。
这不仅使刑事传闻规则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使整个刑事程序中的审判中心主义形式化，使本来因起
诉状一本主义而被切断的侦审关系通过侦查期间制作的自白笔录或其他传闻证据而重新连接起来，侦
查成为决断罪责的关键阶段，法官则成了有罪笔录的“确认机器”，严重扭曲了日本宪法和刑诉法设
计的法定程序。
日本刑事传闻规则的移植实践说明，在国际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外国法律的“混合继受”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情势下，有关法律的学理研究和“学说继受”显得更为重要。
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术背景，就很容易忽视先进的法律制度和具体规定的深奥含义、内在逻辑、整体协
调以及配套部件。
没有这样的理论功夫，法律中的性质迥异的因素就无从消化并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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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的日本司法改革中，限缩书面形式的传闻证据的使用，保障当事人的对质询问权，将是日本
刑事传闻规则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
然而，限制使用书面形式的传闻证据，实现审判的实质化，又与日本刑事诉讼实践中奉行的追求实体
真实和大陆法系诉讼制度乃至国家制度的理念不无扦格，触及刑事传闻规则移植中必然存在的深层次
价值冲突。
如何改革当下的刑事传闻规则，既需要理论上的不断探索，也需要实践中的逐步磨合。
我国台湾地区在刑事传闻规则的移植上，也存在着和日本大约相似的问题，但是，引入刑事传闻规则
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如台湾学者所言，刑事传闻规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规则，其例外也不是一个放
之四海皆准、明确且便于操作的规则，然而与其蕴涵的心证自律及程序权保障的价值相比，重新的学
习及耐心的摸索是值得且必要的，以传闻规则例外规定繁杂为由，而否定传闻规则的精神，反将因噎
废食。
    第七章关于我国对刑事传闻规则的借鉴是全书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本章首先分析了传闻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及存在的问题，论证了在我国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的
必要性，即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查明和认定犯罪事实，防止错误裁判（这在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司法中，
具有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保障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特别是对质询问权，实现程序
公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完善证据制度，深化证据制度理论
研究并进一步指导司法实践。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引入刑事传闻规则，还有利于在刑事司法及整个社会中植入程序正义及保障
人权的观念。
本章还从宏观即我国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的应然性角度，以及微观层次即我国引入刑事传闻规则所需要
的相应制度及理念环境情况人手，分析了我国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的可行性，并对在我国引入刑事传闻
规则不可行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驳正。
在上述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就建构我国的刑事传闻规则及与其相关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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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英美刑事传闻规则及基本法理　　传闻规则，按照英国证据法学家克罗斯（Cross）的说
法，是证据排除规则中一项最古老、最复杂、最让人难以理解的证据规则。
英国的Reid法官认为很难就传闻规则作出准确的一般性描述。
原因之一就是其定义和例外的范围都不明确。
’而且实践中，即使是一些涉及传闻规则的案例，有关证据的被采纳是否因其不适用该规则，或者是
否尽管适用传闻规则，但是在该规则的例外之列，或者构成新的例外，这些都不甚了了，传闻规则的
艰深复杂和难以理解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规则的相对性并不表明在该规则研究方法上的相对主义，定格研究对象，揭示其概念内涵仍然
是必要的研究路径。
因此，在本章中，笔者将从分析传闻证据的概念开始，渐次展开对传闻规则的研究，以达到循名责实
的目的。
　　一、传闻证据及相关概念辨析　　（一）传闻证据的定义　　汉语中通常意义上的传闻是指“辗
转流传的消息”（据《高级汉语大词典》），有风闻、谣传和道听途说的意思。
在英语词源里，传闻（hearsay）是指道听途说的信息或第二手信息。
在证据法上，“传闻”一旦作为证明方式（或材料）提出，即为“传闻证据”（hearsayevidence）。
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传闻证据指非证人亲自所看到、听到或以其他方式观察到的证据，
而是来自他人那里就调查中的事实所听到的消息的证据。
有关传闻证据定义一直存在着争议，在普通法时代，关于传闻证据的定义，英美学者曾经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美国学者曾作过统计，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颁布之前，关于传闻证据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但没
有一个定义能为大家所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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