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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闲话私人侦探
近来，私人侦探(又称为“私家侦探”)成了一个颇受国人关注的话题。
从会堂学府到街头巷尾，从讲座研讨到茶余饭后，时常听到有关的议论。
或宣传鼓吹，或抨击打压；或说三道四，或品头论足；总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只要众人关注，就会成为热点，而且越有争议，越便于炒作。
于是，那些身手敏捷的新闻媒体便相继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或深或浅的报道。
由于本人在十多年前曾经组织编写过一本介绍美国私人侦探的书(《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①，所以
便有若干记者循名前来采访。
屈指一算，至今已有六、七家媒体，其中既有报刊也有电视，既有本土的也有海外的。
虽然我是被采访者，但是记者的提问也从不同角度促动了我对这个本来已经搁置脑后多年之话题的反
思，并累积了不少感悟和联想。
本卷《论坛》的“前沿聚焦”以调查取证为主题，而私人侦探问题与调查取证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因此，我决定在卷首就此“白话”几句。

谈到私人侦探，很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侦探小说大师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
虽然福尔摩斯是个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但是他的名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私人侦探的代名词。
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一家名为《真正的侦探》的杂志曾经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是要求
读者写出其最喜爱的侦探的名字。
编辑的本意是让读者在该杂志报道的真实案例中选出一名侦探，但是很多读者都写上了福尔摩斯。
这一方面反映出英国人的幽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福尔摩斯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文学来源于生活。
福尔摩斯的故事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中犯罪侦查的状况。
据说，柯南·道尔本人通过撰写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也学习和积累了不少犯罪侦查的知识，并且曾经
以“私人侦探”的身份帮助法庭查明了一些疑难案件。
例如，在1903年发生在伯明翰的乔治·埃达治案件中，柯南·道尔就根据泥土种类的科学鉴定结论而
成功地在法庭上证明了乔治无罪，使那个无辜的青年人免受牢狱之灾。

作为一种社会传统，英国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把维持治安和追诉犯罪视为公民的私事。
直到17、18世纪的时候，英国的警察和治安法官还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业余”和“民间”的性质，
而刑事案件的起诉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从“私诉”转为“公诉”。
不过，大约在17世纪的时候，随着英国社会中犯罪数量的增长，在一些大城市中便出现了职业性“告
密人”或“捕盗人”。
这些人或者向法庭提供有关犯罪或罪犯的信息，或者亲自去抓捕罪犯并交付法庭审判，然后从事主或
法院领取酬金。
开始时，这些人只是偶尔为之，后来逐渐以此为业，便成为了早期的私人侦探。

18世纪初期，伦敦地区有一个著名的捕盗人，名叫乔纳森·怀尔德。
他自封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的捕盗人总头目”。
其实，他本来是伦敦犯罪集团的首领，手下有大批强盗、小偷和诈骗犯。
但他同时给警察局当“耳目”。
根据他的告密，警察局曾经把一百多名罪犯送上法庭，并处以绞刑。
怀尔德有时还引诱一些年轻人犯罪，然后再将其送上法庭；他也使用这种手段来清除犯罪群体中的异
己分子。
他当了15年的这种“两面人”，后来于1725年5月25日因抢劫罪而在伦敦的泰伯恩广场被当众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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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国的怀尔德还算不上西方私人侦探业的开山者，那么美国的平克顿则肯定称得起私人侦探业
的创始人。

卷首白话
闲话私人侦探
前沿聚焦
何家弘
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理论之介评
——以同意取证行为为核心的分析⋯⋯⋯陈卫东 程雷
关于搜查、扣押电子资料的立法完善问题⋯⋯⋯⋯⋯宋英辉
论律师调查取证权⋯⋯⋯⋯⋯⋯⋯⋯⋯⋯田文昌 卢伟华
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思考⋯⋯⋯⋯⋯⋯⋯⋯⋯⋯⋯李贵方
我国虚构建控辩“主——辅平衡”的刑事调查制度
⋯⋯⋯⋯⋯⋯⋯⋯⋯⋯⋯⋯⋯⋯⋯⋯⋯⋯⋯⋯⋯刘品新
透视悬赏取证⋯⋯⋯⋯⋯⋯⋯⋯⋯⋯⋯⋯⋯⋯⋯⋯⋯吴晖
为私家侦探取证拂去疑云⋯⋯⋯⋯⋯⋯⋯⋯⋯⋯⋯⋯王新环
论法院调查令制度⋯⋯⋯⋯⋯⋯⋯⋯⋯⋯⋯⋯⋯⋯⋯陈德元
网上对话
辩诉交易与证据制度⋯⋯⋯⋯⋯⋯⋯⋯⋯⋯何家弘龙宗智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中的证据问题
⋯⋯⋯⋯一张斌刘品新吴丹红黄维智廖明 雷建昌
专论大观
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张卫平
证据制度与理性：一种历史主义的维度
——兼对中国证据制度的思考⋯⋯⋯孙孝福郭松
司法鉴定认识论
——撩开司法鉴定的“神秘面纱”⋯⋯⋯胡卫平
诉讼证明标准与认识论⋯⋯⋯⋯⋯⋯宋振武
判断证言证据价值的基本方法探讨⋯⋯⋯⋯⋯⋯罗茵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陈德祥 宋兵 黄金波
台湾刑事诉讼法新增告知义务违反效果之探讨⋯⋯⋯⋯⋯吴景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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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家弘,满族, 处理
1953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去“北大荒”,务农8年；1977年返回北京后当过两年建筑工人；1979年考入
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学习法律；1983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1986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
留校任教；此后曾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并于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侦查学方向和证据学方向）,入选北京市跨世纪学术带头
人、北京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
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自1984年以来,何家弘先生已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随笔、小说等20余部,各类文章200多篇。
《北京日报》、《检察日报》、《人民公安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
、《作家文摘》、日本的《留学生新闻》、《法律与生活》、《方圆》、《金盾》、《警界》、《北
京青年周刊》等报刊都曾对何家弘先生其进行过专门的报道。

《同一认定一一-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审讯与供述》(群众出版社,1992)
《刑事证据大全》(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中美检察制度比较研究》(英文版,检察出版社,1995)
《外国犯罪侦查制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毒树之果一一美国刑事司法随笔》(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
《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1997)
《新编证据法学》(司法部统编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
《法律英语》(法律出版社,1997)
《域外痴醒录》(法苑随笔,法律出版社,1998)
《欧美刑事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
《当代西方犯罪与罪案实录》(法律出版社,1998)
《犯罪鉴识大师李昌钰》(法律出版社,1998)
《黑蝙蝠·白蝙蝠一-证据的困惑》(法学解读小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疯女》(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推理小说，群众出版社,1995)
《人生黑洞一一股市幕后的罪恶》(法律出版社,1996)
《人生误区一一龙眼石之谜》(法律出版社,1997)
《人生怪圈一一神秘的古画》(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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