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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证据潜规则与显规则相对应，是影响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具有隐蔽性、约束性、
稳定性和普遍性等特征。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勘验
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等证据种类的运用存在诸多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意见
证据排除规则、品性和倾向性证据排除规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等刑事规则也产
生了异化。
刑事证据潜规则的产生存在制度内的原因和制度外的因素，应当在多方面予以克服和改进。
《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对此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

 《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的主编房保国君是证据法学领域内实力派的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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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房保国，1976年10月生于山东省枣庄市。
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出版专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你有权保持沉默》，译著《宪法与刑事诉讼》，合著《诉讼
制度改革研究》、《诉讼法的现代理念》，参著《证据法学研究》等10部，于《中外法学》、《政法
论坛》等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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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我国现行立法对于犯罪现场保护义务的规定过于粗糙，导致其可行性很差，在实践中
沦为一纸空文。
首先，在警察未到达现场之前，案件当事人、普通民众极可能对现场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了个人的现场保护义务。
但是义务内容为何，违反义务的后果怎样，却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法律有必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细化的规定，但是普通民众的保护义务不宜过重，否则必然难以落
到实处。
要解决群众、当事人等对现场造成破坏的问题之关键，在于警察在刑事案件发生时要及时出警，划定
现场保护区域。
其次，现场保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其保护现场的义务如何，目前这属于公安机关对内部人员职责范围
划分的内容，未由法律进行具体规定。
这种制度安排带来的问题是，如果现场保护人员违反程序规定，没有尽到保护好犯罪现场的义务，利
害关系人如何进行救济？
另外，现场保护人员的范围如何界定，其权利、义务内容如何等，目前立法都没有具体规定。
最后，现场勘察人员到达现场后，其保护现场的义务是什么。
对此.法律有一些零散的规定，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其实践效果也不好。
我国的现场勘察人员专业性和现场保护意识皆差强人意，加之现场保护的前期工作不到位，对现场勘
察人员的工作造成许多困扰。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对犯罪现场保护进行体系的安排，明确现场人员各自的义务内容，并且规定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
。
例如，美国警方的三层次犯罪现场保护方法，将犯罪现场的保护区域划分为三层，最中间一层，即第
三层为核心管制区，理论上只有犯罪现场勘察人员才可以进入；第二层为局部管制区，紧临着犯罪现
场，防止官方无关人员人内，可以在该层设置指挥中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

编辑推荐

《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为证据法学论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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