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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质权，即被告人面对并质询不利于自己的证人的权利，虽然源于当事人对抗式刑事司法制度，但其
近年来被认为是公平刑事审判的普遍特征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国际公约和两大法系国家的广泛
认同。
对质权既是有效质证、辨别真伪的需要，也是使被告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最低保障标准之一，还是超越
法系和诉讼构造差异的基本人权。
然而，这项权利要求的理论和具体司法实践，却有很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目前，作为普遍承认的基本权利和公平审判最低保障标准之一的对质权在我国需要确立并贯彻落实
，而学界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也需要加强。
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以权利保护为视角，从基本概念入手，概括了对质权的核心要素；揭示了对质权发展演变的基本
过程；探讨了对质权的正当根据、理论基础和诉讼价值；对有代表性的司法辖区关于对质权的理论和
实践进行了分析比较，探究其间的异同及产生差别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对对质权制度进行比较系统、
全面的研究，探讨如何对其合理内容进行很好的借鉴，如何在中国坚持贯彻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国际
标准，实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权保障。
这种探索对我国对质权制度的确立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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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作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对质权三、对质权的核心要素对质权非常典型地表达了英美司法制度对
证人证言提出方式的坚持，即宣誓、当着不利方的面、如果可能在公开法庭上提出。
并非所有的司法制度都要求证言以此种方式提出。
在古希腊晚期的诉讼中，证人就是以书面形式作证。
中世纪欧洲大陆司法制度获取证言也是在当事人双方都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的确，尽管500多年来，公开的、以对质方式提出证言的做法是英国审判的特征，但直到17世纪中期前
，被告人坚持要求这种提出证言方式的权利却经常受到侵犯。
对雷利的审判就是最声名狼藉的例子，但并非唯一一例被告人主张权利却失败的例子。
对质权在英美法系国家曾长期被认为是等同于反询问的权利。
但对质权的内容并不如此简单。
然而关于对质权到底应当包括哪些要素，西方法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曾有美国学者概括了对质权的四项要素：一是被告人于控方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时在场的权利；二是被
告人要求控方传唤证言对其不利并且能够出庭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三是被告人在审判时对控方证
人进行反询问的权利；四是在特定条件下，即使证人不能出庭作证，被告人要求控方传唤对其不利证
人出庭作证的权利。
但后来，该学者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对质权包括另四项要素：将证人传唤到庭；要求证人宣誓；
采用直接言词方式引导传唤证人的不利证言；使证人接受反询问。
而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不同判例中，对对质权应当包括哪些要素的见解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尽
相同。
在1970年的California v．Green案中，对于证人之前不一致陈述的采纳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
中表示，对质权的三个目的为：要求证人宣誓而为陈述，使被告人对证人有反询问机会，使陪审团能
亲自观察评估证人的行为举止。
后来在1990年的Maryland v．Craig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对质权要素的概括是：证人必须亲自出
席审判；证人作证前宣誓；被告方有权对证人进行反询问；事实审理者能观察证人作证时的行为举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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