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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载人了具
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我国的根本大法，此乃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公安机关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作为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肩负着
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罚犯罪、服务群众、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担负着巩固共产
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对公安执法的法治要求，又是公安执法的根本目的。
同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国已参加了有关国际人权公约，在公安执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也
是我们履行国际公约的需要。
基于此种认识，结合公安执法与人权保障的实际，湖北警官学院和湖北省公安厅几位有志趣于研究这
个问题的同仁于2004年初联合向湖北省教育厅申报了《公安执法与人权保障》的研究课题，得到了省
教育厅的支持，省教育厅以鄂教科[2004]5号文批准该课题作为2004年度科研项目计划中的重点项目立
项(项目编号为2004D003)，以著作形式作为最终成果。
    接到批文后，项目负责人萧伯符与主要参与人龚太华及赵德刚、余涛等同志草拟并商定了写作提纲
，并和其他参与人一道紧锣密鼓地开展了研究工作。
    本书共分两个大的部分，即理论篇，主要阐述了“人权概述”、“人权保障”、“公安执法”、“
人权保障与公安执法”；实务篇，主要阐述“公安刑事执法与人权保障”、“公安行政执法与人权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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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项权利是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5条的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
他宣读。
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
应当准许。
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也可以要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
阅读或听取对本人的讯问笔录，并进行补充或纠正这一权利的行使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核对自己的供述
，对侦查人员的记录进行监督，纠正其中的差错，保护自己应享有的权利。
讯问笔录是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活动中，依法制作的记载侦查人员提问和犯罪嫌疑人供述
、辩解的文书，具有法律效力，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之一。
做好讯问笔录有利于顺利进行刑事诉讼，准确打击刑事犯罪，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要全面、完整、准确地记载讯问过程，记录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
轻的供述和辩解。
对于记录中有差错的，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更正或者补充。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3条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将问话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者辩
解如实地记录清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给犯最
嫌疑人核对或者向他宣读。
如记录有差错或者遗漏，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更正或者补充⋯⋯”《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18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必要时，侦查人员也可以要求犯罪嫌
疑人亲笔书写供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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