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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曾经视人权为异端的国家在短短十几年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但这其中又蕴涵着必然：既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变革因素，也是经济制度变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推
动使然；既是走向国际社会接受国际准则的要求所致，也是本国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必然走向；既是
官方人权政策审时度势的调整的推动所致，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关注自身权利保护的必然结果。
而人权和人权法的研究、教育工作，在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人权法评价》的编辑出版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人权法中心近年来教学、学术活动水到渠成的结
果。
她的面世标志着上海交大法学院建设及人权法中心的发展迈出了新的可喜的一步，也是我国人权及人
权法研究领域的一件令人欣慰之举。
《人权法评论》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旨在推动人权法研究和人权
教育，将是上海交大法学院的人权法教学、研究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们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将是人权
和人权法信息交流的中心。
    在酝酿与筹备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困惑。
例如在众多的以书代刊的刊物中，《人权法评论》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能否扮演预期的角色？
再如在目前对CSSCI学术期刊或核心期刊趋之若鹜的情形下，主办《人权法评论》这样的代刊还有意
义吗？
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我们最终还是下定决心主办这样一个刊物。
因为中国的人权研究刊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研究人权法的高质量成果不是足够了，而是仍然
十分匮乏；推动人权教育和研究的力量不是太大了，而是依然十分弱小；并且民众的人权意识不是已
经很高了，而是非常需要人权法基本知识的普及。
如果对这些有共识的话，《人权法评论》就一定能够得到从事和关注人权研究的同行专家的关心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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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非法证据的排除模式体现了一国的人权保护理念　　随着刑事司法文明化、民主化的进一步
发展，现代诉讼已不再将发现案件的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的惟一目的，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保护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已经成为刑事诉讼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
因此，如何看待和更好地协调刑事诉讼的两个目的，会直接关系到一国法治中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
有的国家侧重于强调人权保护原则，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的模
式，如意大利、美国等。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以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规定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
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加以严格地规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
的规定。
也有的国家更注重于发现案件的实质事实，即通常以消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以积极的态
度否定之，其中肯定者多采用自由裁量的方式，如英国。
这种裁量排除模式的特点是：法律不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一律排除。
对非法证据是否予以排除，交由法官决断。
法官通过斟酌个案的公平正义性来做出裁定，法律只是就裁量的标准范围做出规定。
而否定者一般在其法律中不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即无论证据是否违法，只要是对发现案件事实
有利就一律加以采用（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上两种非法证据的排除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其中强制性排除模式强调对人权保护的重要性，并将人权保护的理念精神置于惩治犯罪之上。
同时这种模式对于排除的范围具有更大的明确性，容易保证统一适用法律，也就是说，不同的法官对
相同或相似的案件能够做出一致的裁决。
但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于不具体考虑非法获取证据的实际情况，诸如非法搜查、扣押行为的严重程度
，主观的故意和过失，以及一些具体的证据的证明力情况等，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证据就一律予以排除
，法官完全没有裁量权，一些重大的案件将会由于证据的非法取得而无法得到审判。
而裁量排除模式相比较来说兼顾了保护人权与惩治犯罪的双重目标，在法律适用上更具灵活性，法官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从而可以避免由于一刀切而产生放纵犯罪的危险。
当不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会严重损害程序的公正，严重侵犯关系人的合法权利时，法官可以决定排除
这一证据。
但是，在裁量排除模式下，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细则指示法官如何行使裁量权，其结果可能导致法官
裁量权的滥用。
①换句话说，一定程度上，法官的这种自由裁量会给其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留下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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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应国际国内社会面临的时代性命题，推进人权法领域观念性与制度性、国际性与国内性、理论
性与现实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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