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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前言

诉讼法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已经证
明，诉讼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没有相应的诉讼制度作为依托，实
体权利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没有完善的诉讼制度予以保障，实体法律将无法如其所愿地实现
其追求的立法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诉讼法制的完善程度如何，还直接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进步、文明、民主和法治的程度，是区分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文明与野蛮的
标志。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谈道，“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
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①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我国司法
体制，提出了新的纲领和目标。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则培育了公众的权利观念，并由此对
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大背景下，通过增设新的诉讼制度以充实公民实体权利的实现途径
，通过完善现行诉讼制度以保障实体法律的公正实施，从而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建设的步伐，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诉讼制度的构建，与人们对诉讼原理的认识和把握
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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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话语解魅与制度构筑》对刑事程序领域中凸显“手段评断结果”、“程序驳难实
体”、“正义否定真实”等理念的制度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一系列专题性、多视角的研
究。在话语解魅层面，分别以刑事证据制度的现代转型为理论背景、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理论框架、
以中美话语资源的梳理为理论线索、以如何选取制度基石为理论落脚，诠释了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就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采取的认知理念。在制度构筑层面，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定位、国际
趋势、言词性非法证据、实物性非法证据的排除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考察，提出了我国程序法治化
进程中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采取的变迁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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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面，在如何对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上，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与美国保持一致而一窝蜂
地采行吓阻违法说，相反，其他英美法系国家所采行的乃是司法廉洁说。在加拿大，明确确立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及其理论基石是加拿大《自由大宪章》，“当损害或抵触大宪章中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的
违法行为发生时，法院须在判定是否排除这些违法行为获取的证据问题上，综合考量所有因素，最终
得出在司法程序中采纳该非法证据是否会损抑到司法管理的声誉”。学者JamesStribopoulos就指出，该
条文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两大基本不同：一是，加拿大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表示其理论基石是司
法管理的廉洁性，“吓阻违法说至今仍埋藏在地下”；二是，该条款在本质上并非一项“规则”，相
反，它赋予法院在特定个案中权衡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是否采纳该证据取决
于它是否损害司法廉洁性。②在英格兰，英格兰司法和制度经验显示出的一大特征就是：吓阻未来的
警察违法并非创立、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动因，相反，其主要原因却更像是因允许政府从自
身非法行为中获益而产生的不满。另一方面，在传统欧陆法系国家中，由于对实体真实的珍惜和重视
，在构筑和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程中，更是选择了较具裁量性的司法廉洁说。在德国，理论话
语上首先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伤害到实体真实的弊端，“寻求将判决建立在‘真实’的事
实基础上的程序制度必然不情愿排除相关证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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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尽管写作之时、落笔一刻已经注定着它的稚嫩，但毕竟象征着我所走过的一段学
术路程，也寄托着太多人的期待眼神。暂时当做对理想的些许寄托，对他们的些许交代吧⋯⋯回顾八
年的求学历程，法学的汪洋一直是我慕恋却又困惑的知识家园。从一个懵懂的少年走入大学，到进入
研究生院依次成为硕士生和博士生，不觉时间已然流逝，不觉已然成为一名“识”知分子，不觉受到
了诸多老师和师兄的指点，不觉需要表达太多太多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两位恩师——左卫民
教授和黄松有教授，两位先生厚重的学品、渊博的知识、驽定的学术追求是我终身的明灯，与两位恩
师相遇，是我今生的荣幸！是左教授亲手将我领入诉讼法的殿堂，言传身教，不仅传授了学生广博的
社会科学知识和诉讼法专业知识，生活上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更让学生感动的是先生夙兴夜寐、忘
我的工作热情。在我读博士期间是黄教授继续引领我进一步成长，先生温祥的教诲、睿智的思想以及
平易近人的谦和总是给我学习和生活中提供着启迪，催促着我刻苦努力、奋发向前，令学生感激一生
！黄教授还在百忙之中欣然为学生的稚嫩之作写序，令学生感激不已。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副总编辑杨玉生先生和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先生，如果没有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就很难有此书
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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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话语解魅与制度构筑》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60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专
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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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希望物流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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