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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侦查办案活动中，若提及笔录办案人员会感觉到很熟悉，能列举出多种笔录甚至讲出数个有趣的故
事，可提及记录则会有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其简单原因，就是笔录是侦查办案人员一直沿用至今的专业术语，也是办案工作中常做的一项基础工
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表达方式以及记录的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现代侦查办案，要求办案人员不仅会用文字表达并记录案件事实信息，即制作笔录，还会用其他形式
表达并用相应的技术手段记录案件事实信息，这就使传统意义上制作笔录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已不能
完全涵盖现代侦查办案的记录工作。
因此，本书把侦查办案中的记录工作，统称为“侦查记录”。
    侦查记录是伴随着侦查行为实施的一项专门活动。
在侦查学理论界，有关侦查记录的研究仍然是比较有限的，涉及的内容甚少而且基本上是对有关法律
法规条款的复述，或者仅有依法“应当记录”的法律要求，缺乏关于由何人记录、记录什么、如何科
学表达和记录的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而与侦查记录相关的公安应用写作、法律文书制作等方面的研究虽涉及侦查记录研究的内容，但这些
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文书格式基础上从写作的视角出发，围绕文种知识、写作格式以
及具体写法展开研究，但在采用何种方式科学地表达、记录案件事实的信息方面缺乏有针对件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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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侦查行为过程”。
这是指依法实施侦查行为的内部或者外部过程。
侦查人员是否在实施侦查、其行为是否属于侦查行为，需要结合时间、地点、目的、名义、公务标志
、手段、法律适用等因素综合认定。
只要侦查人员的行为与其职务客观上密不可分，就属于侦查行为。
这种过程可以是针对公民或者社会的外部行为，如勘验、检查、讯问；也可以是只在机关内部进行的
活动，如案情分析讨论等。
案件集体讨论记录属于对侦查活动的分析，主要解决对侦查的认识和有关决策的问题，但不属于刑诉
法规定的侦查范畴。
（2）“结果”。
在本书中，侦查行为的结果是指实施侦查行为时所发现的案件事实信息，以及侦查活动中相关人的声
明等。
主要包括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认定犯罪嫌疑人和正确适用法律具有影响的事实信息，如言辞信息、
实物信息。
什么样的事实信息对于刑事案件有意义，既取决于侦查的需要，也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侦查记录的事实信息由于是人的主观对客观事物反映的结果，相比较于侦查行为
对象的客观存在而言，是一种主观反映的事实信息。
无论是人为还是非人为的因素，都可能使对事实信息的记录相对于被存在和反映的客体的客观情况而
言，不真实、不准确，即记录的信息存在虚假的可能性。
另外，侦查行为活动本身以及侦查行为对象的存在情况和侦查人员表述侦查行为结果的能力都直接影
响到侦查记录的客观性。
也就是说，上述因素可能会对侦查行为结果的记录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记录形式。
侦查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事实本源信息作用于记录主体的感官而转化成了为人所识别的再生信息。
再生信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将本源信息通过符号化、标识化转化为人可理解和认识的信息形式，即采
用便于自己识别、记忆的语言文字、图形、图像、声音等形式把观察到的本源信息描述下来，实现信
息与信源体的分离和抽象。
在这里，文字、图形、图像、声音等形式不仅是现代表达某种信息内容的常用方式，也是侦查记录的
形式，即表现侦查行为过程和结果所反映的信息的方式。
这些形式的信息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使人们能够解读其所表达的意义，而且可以应用不同
的物质载体进行储存、传播。
以上述形式形成的记录材料既有书面形式，即以纸张等可供书写的物质为载体；也有以其他形式固定
下来的信息材料，包括照片、胶片、录音资料、录像资料等载体形式。
反映信息和记录信息形式的多样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保障记录的客观性。
我们应当注意，侦查记录形成的材料与其他记录，如笔记、纪要、备忘录等的区别不在于名称，而在
于目的、内容和格式。
只有出于侦查的目的，并且按照法定格式，针对法定事项制作的记录才属于侦查记录材料。
但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在记事本上所作的笔记，则属于一般性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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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面对书稿，睹物思情，有欣慰，有苦涩，但更多的是感激。
本书的完成凝聚了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和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全体教师的心血和汗水
。
在笔者开始策划、确定进行研究、收集资料时他们就不断地给予极大的支持，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笔者经多年的努力撰写了《侦查记录研究》一书。
平心而论，本书无论是结构、内容、行文，还是理论分析和观点提出等方面均需进一步的补充、修改
、雕琢和论证；前辈学者们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更使笔者感到诚惶诚恐，不敢轻易抛出这块砖头
。
将这本带有疏漏和缺陷的作品献给广大读者，以期抛砖引玉，并恳请学界方家不吝赐教，笔者将不胜
感激。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和同仁出版发表的有关成果（参考资料附后），这里
对给笔者以启示和提供养料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最后要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的潘洪兴先生和其他编审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为此书的顺利出版
做了大量的工作，笔者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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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侦查记录研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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