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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检查制度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研究领域，尤其是随着现代医
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研究意义日益显著。
《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研究》以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法律完善为主线，围绕人身检查制度的法理基础、
制度设置和实践状况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且能以小见大，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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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上述两种方法对公民权利影响程度不同，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其立法中以不同形式对其进行了
区分，并对其适用提出了不同的程序要求。
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对身体表征进行查看的人身检查归于勘验之中，而对于身体样本采集则
规定于鉴定之中，两种类型的人身检查适用的程序规定也不相同。
而德国则根据实施手段之差异，将人身检查分为一般的人身检查和加重类型的“侵入式检查”：前者
是指对身体的表面或在身体的自然状态下的凹窝及开口进行检查；后者除上层含义外，还包含着对身
体之特定程度下之侵害，只要实施人身检查会导致身体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无论轻微抑或严重）即
属后者，如抽血及其他类型的穿刺性检查都属此类，而是否使用工具或医疗辅助器材，却并非前者与
后者区别的标准。
　　①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情况来看，一般而言，对于侦查机关进行的对于身体表征查验，普遍没
有设置严格的程序限制；对于身体样本的采集，由于其可能给公民的身体权带来影响（如生理痛楚或
健康威胁），且由于身体样本中往往包含有公民的个人生物信息等隐私内容，因此在程序设置上往往
较为严格，普遍要求采取这类措施需贯彻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司法审查原则等要求。
从取证目的来看，第一种检查之目的在于“以五官作用判断被告或被害人之身体特征、状态，如身体
有无胎记、伤痕”。
　　②通过勘视性的检查，对受害人伤害的部位、情况进行查验，对犯罪嫌疑人身体上的痕迹、标志
、特征进行观察是人身检查措施的最初功能也是一个重要目的，这种检查方式是对被检查人身体情况
的一个客观反映，也即看到什么即是什么，无须分析、加工。
第二种检查主要是从相对人的身体内外提取属于人体的物理痕迹（指纹、脚印）、身体组织及其分泌
物（毛发、指甲、唾液、血样、精液、尿液），这种检查也可称为采样性检查，其目的在于为鉴定程
序提供生物检材，通过将提取物质与已知样品进行分析比对，从而达到人身同一性认定、证实犯罪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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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9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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