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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欣阳编著的《刑事错案评析》中汇集的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等罪名的48个错案案例，多
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发生，且经过法院一审判决有罪后该有罪判决又被推翻的刑事案件。
这48个错案的案情是复杂的、情景化的，反映的致错因素也是多样的，既可能是刑事诉讼主体方面的
问题，也可能是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问题，甚至可能隐含着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
但无论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体因素，还是环境因素，最终都要通过证据来影响案件的处理决定。
因此，导致刑事错案的证据因素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这48个错案案例无一不蕴涵着中国刑事证据制度亟待改革或完善的诸多问题，有的反映了侦
查人员在取证环节存在的问题，有的反映了诉讼双方在举证环节存在的问题，有的反映了诉讼双方在
质证环节存在的问题，有的反映了审判人员在认证环节存在的问题，还有的体现了我国鉴定制度存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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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欣阳，女，1980年出生，满族，河北省承德市人，法学博士，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证据学、刑事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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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公安机关的尸检结果表明被害人属非正常死亡时，之前曾与被害人发生过争执的杨宗发一
家就成为本案的重大嫌疑对象。
在办案人员强大的刑讯逼供面前，杨宗发承认自己作为主谋杀害了母亲。
从杨宗发被侦查机关拘留到承认犯罪事实，不到20小时。
可以说办案机关的神速破案与强有力的侦讯措施密不可分。
当地媒体在不了解案件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纷纷报道杨宗发的杀人事实，预先对杨宗发进行了有罪宣
判。
与很多错案类似，原审法院在被告人均翻供的情况下依然作出了有罪判决，杨宗发一家也因此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
最后，关键证人或者真凶的出现才使得省高院作出了无罪的宣告。
纵观本案，办案机关在侦查阶段存在的诸多错误是导致错案形成的直接原因。
这些侦查阶段中出现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反应出一个问题，即公安机关侦查之初就已经形成了先人为主
、急于破案的错误心理。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侦查机关和客观事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发现犯罪，尤其是故意杀人等恶性犯罪，快速破案无疑是刑事侦查人员的首要任务。
但是，刑事侦查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侦查人员必须通过现有的证据去认识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
这种从现在去认识过去、从结果去认识原因的逆向活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侦查破案必须建立在全面收集证据、认真核实证据之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等思维活动，小心
谨慎地复原案件的本来面目。
而本案的侦查工作恰恰走入了一味追求效率的误区，缺少全面收集证据、认真核实证据这些关键步骤
，仅凭对嫌疑对象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就宣布破案，侦查工作显得既简单又粗糙。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本案也反映出了我国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的一个“通病”，即办案人员巨大的工
作压力。
在发生恶性案件之后，当地行政、权力机关往往通过命令、指示等方式要求办案机关“快查速办”，
保证及时侦破案件。
这种命令的初衷是好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当地人民生活的恐惧感，保证当地生产、生活的安定性
。
而且在命令、要求之中，往往隐含着行政奖惩措施。
对于某些社会关注程度较高的大案要案，侦查机关除了要在“限时破案”的强大压力下工作之外，还
要面对可能的晋升、物质或荣誉奖励等“诱惑”。
试想，在侦破案件速度和个人现实利益紧密挂钩的情况下，正常的人都会产生尽快破案以获取丰厚奖
励的想法。
是否全面及时地收集证据，是否在保证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收集证据，有没有对证据进行仔
细审查判断等问题都无法成为办案人员关注的中心，反而成为他们“立功受奖”的障碍。
由此侦查效率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之间的矛盾是侦查阶段最为明显和突出的问题。
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一般通过追求实体公正来实现，而程序公正是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
如果在侦查中片面追求惩罚犯罪，漠视程序公正，一味追求侦查效率，就容易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
到侵害。
相反，如果把人权保障放在首位，侦查机关没有任何压力，那么刑事诉讼活动也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
。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侦查效率和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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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错案评析》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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