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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论丛”系列之一，收录了中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
研究；欧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分析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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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东，男，1960年7月生于山东省蓬莱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198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并留校任教。
1988年晋升为讲师，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9年被评选为北京市优秀青年法学家，2001年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主要著作有：《刑事二审程序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自诉案件审判程序论》、《检察
监督职能论》、《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和探讨》、《刑事普通程序》、《中国刑事诉讼法》等专著多
部；并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承担多项国际和国内重大科研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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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社会反酷刑的经验已经充分表明，虽然制裁与追究责任对于遏制酷刑
非常重要，但酷刑的治理主要是靠预防，而非制裁。
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致力于在审前羁押的场所——看守所中建立起两项预防性制度：羁押场所
巡视制度与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两项预防酷刑的机制在中国的两个地区进行了实验、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同时着眼于所有犯罪嫌疑人均会进入的看守所这一物理地点，重点研究了看守所如何迈向法治，中欧
双方的研究人员共同起草了看守所示范法，旨在为中国官方正在进行的看守所立法提供参考资料。
 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相同，中国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前行主要的障碍在于警察权的规范。
酷刑与刑讯逼供的发生通常与讯问犯罪嫌疑人这种侦查行为直接相关，帮助警察更好地掌握与运用讯
问技巧有助于警察对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策略的依赖。
基于这种考虑，在我们的项目中第三项重点就是讯问技能的警察培训活动，来自比利时、荷兰的讯问
专家与中国警察院校的专家共同组织了两期警察师资培训班，详细介绍了欧洲警察讯问的各项技能，
中欧双方的讯问同行围绕着具体的案例及场景、主要的讯问技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欧方同行所使用的互动式培训方法也给中方的培训者不少启示。
 二、中欧合作开展反酷刑研究的重要性 欧洲同行对于反酷刑问题的研究以及欧盟国家在反酷刑方面
的实践，对于中国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的反酷刑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欧洲人权公约》、《欧洲反酷刑公约》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全面且细致地揭示出欧洲国家遏制
酷刑的路径、方法与法治原有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决定书或者刑事裁定书，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书的，
看守所应当允许提出，并办理相关手续。
” 总结上述规定，该条认为，对在押人员的提解工作必须加以严格的法律规制，具体的规制办法可以
从五个方面进行。
具体说来：首先，在押人员临时出所必须经主管机关批准。
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批准不得办理提解。
其次，提解在押人员出所时，必须凭案件主管机关的批准文件、加盖看守所提讯专用证的提解证，以
及提解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并经看守所所长批准。
第三，期限的限制。
在押人员出所最长为48小时，一般不得延长。
其四，对提解工作人员人数的要求。
为确保提解工作的安全进行，提解工作人员必须达到一定的人数标准，即每提解一名在押人员，提解
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此外，对于不符合这些限制条件的提解，基于安全考虑，应当赋予看守所拒绝提解的权力。
 对于出所就医的，或者因在押人员配偶、父母或者子女病危或者死亡以及需要出所办理结婚登记等必
须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需要出所的，《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罪犯管理办法》第58条规定：“
罪犯需要办理婚姻登记等必须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应当向看守所提出书面申请，经看守所
领导批准后出所办理，由二名以上民警押解。
”第59条规定：“罪犯进行民事诉讼需要出庭时，应当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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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遏制酷刑的三重路径:程序制裁、羁押场所的预防与警察讯问技能的提升》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
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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