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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是在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共分8个章节，对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问题作出了系统地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刑事品格证据
概述、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的调查、品格证据在预防犯罪中的运用、品格证据在刑事强制措施中的运
用、品格证据在刑事执行中的运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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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立霞，女，1967年10月出生，河北冀州人，200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法博士学位，2005年
至200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证据法学。
现任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兼任河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法学会诉讼法研究
会副会长等职。
出版专著《证人证言研究》，主编《侵犯财产犯罪案件证据实务》、《证据法学》，合著《证人制度
研究》等著作15部，在《政治与法律》、《人民司法》、《人民检察》、《当代法学》、《河北法学
》等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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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刑事品格证据概述第一节 品格与品格证据概述一、品格的含义二、品格与相关概念的
辨析三、品格与行为的关系四、品格的特征五、品格证据的含义第二节 品格证据与人格及社会调查报
告辨析一、人格的概念二、品格证据与人格辨析三、品格证据与社会调查报告辨析第三节 刑事诉讼中
运用品格证据的理论基础一、相关性原则二、人格行为理论三、再社会化理论四、刑罚个别化原则第
二章 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的调查第一节 刑事案件品格证据调查概述一、品格与人格的关系二、品格
证据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三、品格调查制度概述第二节 我国刑事案件品格调查制度的现状一、我
国刑事案件品格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二、我国刑事案件品格调查制度的实践三、我国刑事案件品格调
查制度存在的问题第三节 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的品格调查制度一、国外人格调查制度的概况二、我
国品格调查主体的完善三、我国品格调查內容的完善四、我国品格调查方法的完善第三章 品格证据在
预防犯罪中的运用第一节 与犯罪相关的异常人格类型一、人格障碍二、成瘾人格第二节 异常人格与
犯罪的关系一、有关犯罪原因的理论二、人格障碍与犯罪的相关性三、成瘾人格与犯罪的相关性第三
节 从人格角度进行犯罪预防一、犯罪预防概述二、防止异常人格的形成及对异常人格进行矫治三、对
异常人格犯罪者进行人格矫正第四章 品格证据在刑事强制措施中的运用第一节 品格证据在取保候审
中的运用一、品格证据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二、品格证据与取保候审的方式三、品格证据与取保候
审的风险评估与控制第二节 品格证据在监视居住中的运用一、品格证据与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二、品
格证据与监视居住的方式第三节 品格证据在逮捕中的运用第五章 被告人品格证据在定罪、量刑中的
运用第六章 刑事证人、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第七章 品格证据在刑事执行中的运用第八章 品格证据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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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我国品格调查主体的完善　　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
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
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
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因此，品格调查主体包括控辩双方、人民法院以及法院委托的有关社会团体组织。
在实践中，对于品格调查的主体一般有如下意见：　　1.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这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应对刑事案件进行全面调查，除对犯罪行为等案件事实情况
进行调查外，还须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
笔者认为，品格调查同公安机关进行的刑事侦查在性质和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
从实践看，公安机关着力于对案件的侦破和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因而对行为人品格状况的考察普遍重
视不够，即便是考察品格状况，也往往只重视考察那些法定情节，尤其是从重处罚情节，如是否累犯
等，而对被告人的成长背景、一贯表现、犯罪原因等很少涉及。
另外，尽管有时为了侦破的需要，公安机关也会考察行为人的作案动机，但这种考察仍是浅层次的，
并不会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公安机关难以代行品格调查的职责。
　　2.由控辩双方进行调查。
认为一般应由控辩双方进行调查，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有关情况进行调查
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检察院在试点中就是由检察机关进行调查的。
笔者认为，由控辩双方进行调查，难以保证调查结论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如让控方即公诉人负责这项工作，公诉人往往认为该社会调查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
不是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且与其指控犯罪的职责也不相协调，徒增加工作量，故不同意负责调
查。
由辩方负责这项工作，其提供的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
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
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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