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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独特的证明模式。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来看，目前针对印证模

式的探讨大多局限于审判阶段静态化的视角，罕有放眼于印证模式各阶段动态化的审视。在我国刑事诉

讼中，刑事证据的印证模式具有着三种样态，分别为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产生、证据确定及证据使用。刑

事证据的相互印证虽颇为合理，但也有弊端。因此，从产生阶段、确定阶段、使用阶段多角度对现有制

度进行规制，有助于刑事证据印证模式的优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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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提出

诉讼证明是诉讼的核心活动，诉讼争议的解决

取决于证明活动的完成情况。［１］这一核心地位在刑

事诉讼程序中尤为明显：刑事诉讼的证明不仅作用

于审判阶段，还与审前各阶段相对应，并作为一条

主线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在刑事诉讼

中，通过法定程序下的证明活动，刑事诉讼各主体

通过收集证据、确定证据、使用证据等一系列活

动，藉以发现案件真实，保障权利。证明模式是证

明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范畴，它是指实现诉讼证明的

基本方式，也即刑事诉讼活动所采用的审查判断证

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方式。［２］作为刑事诉讼活

动的重要工具，证明模式在历史上多有变迁，目前

各国通用的、理性的证明方式是自由心证模式。但

由于各国的制度传统、司法环境不同，自由心证模

式在各国又多生变化、各有不同。证明模式与刑事

诉讼关联密切，以此为视角可以折射诸多深层次的

制度规律，实有探讨之价值。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有学者认为，可

以简要地概括为 “印证证明模式”，即不同证据

“所含信息”的 “相互照应”及 “共同性”。［３］印

证模式理论首创于龙宗智教授，其后理论界多有探

讨：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多属于深化型研究。



对目前的理论进行梳理，针对印证模式的探讨主要

着眼于审判阶段，虽有涉及侦查活动，但也流于形

式化的附带讨论。实际上，由于证明活动贯穿于刑

事诉讼活动始终，证明模式的探讨也应开拓 “理

论版图”，聚焦于审前阶段。可见，目前印证模式

理论的视野仍过于局限，未有基于刑事诉讼整体的

理论观察。基于此，笔者尝试着对刑事证据印证理

论做一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观察证据印证的实际

运行样态，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印证模式进行针对

性的规制。

二、理论之展开：印证模式的理论转型

理论并非真实的世界本身，而仅是对几个变量

的关系进行了分析。［４］视角的不同决定了变量的不

同，进而也影响了理论的展开。现有的理论探讨主

要针对审判阶段，探讨的是印证的规则与方法及其

在审判中的应用，采用的是静态的、局部的视角。

而动态的、整体的视角则需要放眼于刑事诉讼整

体，对印证模式各阶段进行动态化考察。因此，印

证模式理论需要实现视角上的转型，从局部到整

体，从静态化到动态化。

（一）印证模式的静态观感

印证模式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历经十余年的探

讨，理论的框架与内容均已达成一定共识。在理论

范式的转型之前，对现有理论进行一番概览是深化

讨论的基础。在讨论印证模式理论之初，有相当一

部分研究着眼于其方法原理，论证其意义及合理

性。［５］其后，学界还普遍关注印证证明的规则与方

法，一般认为，刑事证据印证是指两个以上的证据

在所包含的事实信息方面发生了完全重合或者部分

交叉，［６］其主要包含作为证明力的印证与作为证明

标准的印证。［７］以此为基点，实务界还探讨了印证

规则的实践运用，其中既有普适性的分析，也有针

对个案、类案的类型化分析。印证模式虽然颇有其

合理性，但在制度上仍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致力

于对印证模式改革完善的探讨也屡见不鲜。

总体而言，目前针对印证模式的探讨主要有三

种形式，其一，对印证模式的基本原理进行理性思

辨，对其原理、价值及合理性作出界定；其二，对

印证规则的规范性思考，探讨审判阶段的规则适用

与实际操作；其三，针对印证模式的不足之处进行

理论反思。

（二）印证模式的动态考察

静态视角较为全面地剖析了印证模式，但却忽

略了印证模式的动态变动过程。正所谓 “不把特

殊事实置于一种普遍性的前后关系中，特殊事实是

完全靠不住的”［８］。印证模式既然内嵌于刑事诉

讼，就绝非凭空出现，而必然受到各方刑事诉讼活

动的普遍影响。印证模式虽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

为旨归，但却并非以此为唯一内容。相反，在静态

角度进行充分观察后，用动态视角观察印证模式不

可不谓是另一种有益尝试。动态视角下的印证模式

以用于印证的证据为研究对象，将印证证据的产

生、确定与使用均纳入研究范围。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动态视角尝试着将印证模

式视为一个过程，从印证证据的产生，到印证证据

的确定，再到印证证据的使用，藉以全面观察印证

模式运行的全过程。印证模式不仅是审判阶段据以

审查某一证据或全案证据的重要工具，更是贯穿于

刑事诉讼始终的一条主线。依托于动态化的视角，

印证模式契合于渐进推动的诉讼过程，可得到更为

合理的界定。而从制度层面来看，诸如侦查阶段以

印证为目标所实施的证据收集，审查起诉阶段所实

施的证据确定，也只有呈现于动态的诉讼过程，纳

入印证模式的范畴，才更有利于理论的深入。可

见，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而产生变动的印证模式，

已不可避免地要具备整体的、动态的属性。由此，

理论范式的转型不仅有其可能，更具有其必要。

三、模式之运作：印证模式的三种样态

以上述理论转型为基础，刑事证据印证模式在

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呈现着不同的运行样态。从动态

化的视角切入，印证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诉

讼进程相契合。作为印证模式的作用对象，印证证

据历经产生、确定与使用各阶段，并相应呈现着不

同的样态。

（一）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产生

印证模式是针对刑事证据的印证，其落脚点在

于不同刑事证据之间的 “重合”。正所谓 “巧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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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米之炊”，证据的印证也首先来源于证据的发

现。从印证模式的动态化演进来看，印证模式下的

证据产生是模式运作的第一步，对印证的效果产生

直接的影响。在印证模式的影响下，肇始于侦查阶

段的证据收集无不带有着 “印证”的思维方式，

具体而言，又有如下两种表现：

其一，以口供收集为中心。刑事证据印证模式

对口供极其依赖。一方面，印证的证明结构往往以

直接证据为中心，而口供因其信息量大而必然是

“最佳印证证据”［９］；另一方面，实践中法官偏重

对口供的采信， “零口供”不仅难以得到证据印

证，更难以有效定案。由此，口供的收集在印证模

式下的证据收集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进一步演化成

“口供中心主义”。这一现状实际上是印证模式弊

端的集中体现，其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危害：首

先，口供的真实性存疑，极容易裹挟有关证据

“带病”进入审判阶段；其次，直接催生刑讯逼

供，有违程序正义。

其二，违法取证丛生。印证模式下证据收集的

另一点表现在于违法取证具有充足的内生动力与生

长空间。为了达到相互印证的效果，除获取口供

外，侦查机关往往需要额外收集一些印证性证

据。［１０］这一制度的必然趋势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带来

两个后果：第一，侦查机关 “铤而走险”，采取违

法的取证手段；第二，侦查机关 “无中生有”，炮

制虚假的印证证据。这两种后果绝非 “天方夜

谭”，在实践中早已有所反映，如在杜培武案中侦

查机关为了印证而虚构的尸检报告、气味鉴定、泥

土鉴定等。［１１］违法取证而来的证据在真实性与合法

性上天然不足，极容易成为印证模式中 “被污染

的水源”。

（二）印证模式下的证据确定

经过侦查阶段证据的充分收集后，要使证据能

最终进入审判阶段并成为定案的根据，还需要经过

证据的确定。不同于证据的收集，证据的确定包含

证据的选择与证据能力的审查。只有经过双重机制

的筛选，得以确定的证据方可最终进入印证证据的

使用阶段。由此看来，证据确定环节在印证模式中

具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从实际运行来看，这一

阶段同样具有着相应的缺陷。

其一，证据确定的范围局限。在印证模式的推

进过程中，侦控方完全主导证据的确定，往往会为

了片面追求印证而对收集的证据进行筛选。在这一

过程中，有罪证据会受到异常的重视，而无罪证据

或是与有罪证据相矛盾的证据则会被天然忽略。同

时，得到印证的证据之间还会形成严丝密合的

“印证之网”，自动排斥可能出现的 “合理怀疑”。

这一现象反映了印证模式下证据确定的范围局限，

折射了印证模式固有的思维方式。由此，在证据信

息局限、无罪证据被过滤的情况下，有罪证据间的

相互印证，很有可能掩盖本应有的 “合理的怀

疑”［１２］。

其二，证据能力的审查缺失。证据之间的相互

印证是自由心证下的产物，其推定相关证据具备证

据资格而不加以审查。由此，在确定证据的阶段对

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并将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排

除在外，是确保证据印证行之有效的关键步骤。然

而，我国印证模式缺少了前提性的证据审查，难以

保障相关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结果，不具备证

据资格的证据 “贸然”进入证据的使用过程，进

一步加大了印证出错的概率。

（三）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

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是传统理论探讨的核心

领域，也是证据互相印证的最终环节。在证据使用

环节，印证规则或运用于对某一证据证明力的检

验，或运用于相关证据是否得以定案的判断。总体

而言，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依赖于案卷笔录的相

互验证，并在证明力的检验与证明标准的判断两个

角度上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依赖于案卷笔录的印证。案卷笔录在我

国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审判阶段，无论是

法庭调查抑或辩论，实际上均是以控方提交的案卷

笔录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 “案卷笔录中心主

义”［１３］。作为这一现象的衍生品，印证模式下的证

据使用实际上也仅是案卷笔录之间的相互印证。而

经过产生阶段、确定阶段的印证 “洗礼”，证据使

用阶段的相互印证早已不言自明。进言之，在案卷

笔录本身未得到审查的情况下，片面依赖笔录中的

印证不仅真假难判，其意义更是有待质疑。

其二，作为证明力检验的印证。证据印证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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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功能在于对某一证据证明力的检验，尤其是针

对庭审中翻证、翻供问题。［１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当出现翻供、翻证的情况时，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

的证言、供述往往会被法庭优先采纳。但由于庭前

证言、供述基本已处于控方严密的印证体系中，实

践中的审判印证便异化为如何推翻庭审证言的证明

活动。实际上，“从心理的角度而言，当面撒谎需

要克服的心理障碍远远超过非当面指责需要克服的

心理障碍”［１５］。因此，对于证言、供述的庭前、庭

审差异，本应通过 “师听五辞”以达致内心确信。

但将相互印证的或然性经验普适化并上升为一般规

则，可能会造成实践中机械化地适用规则，反而适

得其反。

其三，作为证明标准判断的印证。在印证模式

的作用下，原有的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证明标准异化为片面追求 “证据相互印证，

形成证据锁链”。这反映了印证模式下的证据标准

判断从主观到客观，以形式理性代替实质理性的趋

势。形式化、客观的证明标准在实践中往往会产生

这样的后果：没有印证的形式纵形成内心确信也不

敢定案，而有印证的形式纵难以确信也敢定案。［１６］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以杜培武案、聂树斌案为代

表的所谓 “铁案”，实际上都基于形式上的相互印

证而被草草定论。总体来看，印证模式下的证明标

准造成了裁断者的无所适从，面对疑案贸然决断，

面对真正的铁案却游移不决。

四、制度之规制：印证模式的完善路径

对印证模式的理论观察是解决问题的开端，其

最终尚需落实于制度完善的层面。诚然，证据的相

互印证确有其合理性，［１７］但这种合理性必须要建立

在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前述对印证模式运作样态

所做的阶段区分，不仅是观察制度缺陷的合适视

角，还可作为制度完善的切入点。

（一）产生阶段的规制

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产生阶段是单方化、封闭化

的阶段，也是权利最易遭受侵害、违法取证最为高

发的阶段。正如前文所述，口供中心主义以及违法

取证频发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虽然要解决这两

个问题绝非易事，但有几个要点仍需引起注意。总

体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被追诉人

供述的自愿性问题；二是侦查机关的权力制约

问题。

１健全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
供述自愿性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追诉

人作出认罪的供述，应当做到内心确信，不得受到

胁迫或者欺诈；二是被追诉人应当获取相当的信

息，以供其作出自愿的选择。与之相对应，对自愿

性的保障需要从沉默权规则的建立与律师帮助权的

角度入手。首先，沉默权的基础在于保证被告人获

得公平竞争的机会。［１８］若要使被追诉人不受胁迫而

平等对话，需要进一步建立我国的沉默权规则，赋

予被追诉人以实质性的沉默权。其次，完善被追诉

人的律师帮助权。虽然被追诉人名义上享有认罪或

不认罪的绝对权利，但是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其

根本不享有任何保护。［１９］因此，侦查机关需要保证

被追诉人与律师之间的充分沟通，同时还需进一步

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为未聘请律师的被追诉人提供

法律援助。

２创设权力的外在制约机制
侦查阶段的单方化与封闭化是侦查机关掩盖违

法取证的有效工具，极容易催生 “有害”证据。

要祛除这一弊端的有效路径是推动侦查阶段的适当

开放化，促使不同的诉讼主体参与其中，构建侦查

权的外在制约机制。从我国现有的改革趋势出发，

制度完善可以采取如下两点： （１）律师的参与。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改革方向是逐步增强律师在审

前阶段的作用：１９９６年刑诉法修改将律师的介入
提前至侦查阶段，２０１２年刑诉法修改明确了律师
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资格。［２０］因此，下一步制度完

善应当从帮助到有效的帮助，确立辩护律师有限的

在场权。辩护律师的在场不仅能有效缓解被追诉人

的压力，也能制约侦查力，抑制违法取证。 （２）
检察机关的介入。在侦查阶段开放化的基础上，需

要明确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阶段的必要性，发挥检察

机关对侦查案卷形成的有效影响。目前来看，建立

“检”领导 “警”的机制并不现实，但可以推动建

立 “检”引导 “警”的工作模式，强化检察机关

的侦查监督作用。

（二）确定阶段的规制

证据的确定阶段是印证模式之中的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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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证据过滤与证据审查的功能。然而，目前的

制度安排不仅未能过滤出全面的、合法的证据以供

印证，相反，在印证思维的影响下，对证据能力不

加审查，甚至排除无罪证据。对此，确定阶段的规

制需要从转变证据确定的思路以及加强对证据能力

的审查两个方面入手：

其一，强化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在审查起诉

阶段，确定用以公诉的证据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

之一。对此，要使可供印证的证据更为全面、充

分，必须要重申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所谓的客观

义务是指检察官超越当事人立场客观公正履行职责

的义务。［２１］落实于证据确定阶段，客观义务要求检

察官必须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不仅要收集有罪证

据，也不能任意排除无罪证据。具体而言，在审查

案件事实或证据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保证客观

中立的态度：一则对于可能存在的无罪证据不能一

味排除而应当审慎考量；二则对于案件中可能存在

的疑点，应当及时行使补充侦查权，督促、指导侦

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

其二，对证据能力的独立审查。针对前述证据

能力的审查缺失问题，应当首先建立对证据能力的

独立审查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法官或检察

官必须优先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独立

审查，将虚假的证据或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排除

在外。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对待庭审中出现的翻

证、翻供问题，也同样不能直接用相互印证加以排

除，而应当首先对证言本身进行独立审查。在独立

审查的基础上，只有确保真实且合法的证据进入下

一阶段，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印证结果。

（三）使用阶段的规制

如上所述，从现行制度来看，证据使用阶段的

缺陷主要是过于依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重客观

而轻主观，重印证的形式理性而轻法官心证的实质

理性。实际上，仅仅从制度本身来看，印证模式优

于自由心证模式。但凡事过犹不及，过于依赖印证

模式不仅无法发挥其制度优越性，反而凸显其弊

端。因此，对于印证模式下证据使用的规制，要将

印证与心证有机结合，并辅以充分的裁判文书说

理，以保证印证模式的合理、有效运行。

其一，印证与心证的有机结合。就证明模式而

言，两大法系虽然发展历程彼此相异，但却殊途同

归均采用了自由心证模式。这一趋同绝非巧合，而

是刑事司法规律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司法证明具有

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我们永远无法期待制定出一部

全能的证据法而使执法者变成 “法律的自动售货

机”。［２２］将相互印证的经验法则上升至一般规律，

或许能百试不爽，但却难以一劳永逸。也正是这可

能出现错误的风险，便如 “不公正的审判”一般，

污染了 “司法的水源”。因此，只有将印证与心证

有机结合，主观、客观相统一，形式理性与实质理

性相调和，才能有效弥合印证模式的缺陷，发挥其

应有作用。

在对单个证据进行审查时，尤其是在翻供、翻

证问题上，不能机械适用印证规则，而应当重视法

官内心的心证。在心证与印证的结果出现冲突的情

况下，法官要充分发挥其主观理性，甚至以庭上证

言为优先。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时，证明标准更

是一个需要法官自有判断的主观标准。对于依靠主

体认知形成的判断结果，难以获得具体的、同一的

外在标准。［２３］因此，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仅是

“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而只有结合心证

的情况下，才能成其为充分条件。

其二，裁判文书的说理强化。在印证与心证结

合的情况，只有辅以充分的说理，才能有效规制法

官的裁量权，实现程序公正。正所谓说理是裁判的

灵魂，公正的裁判是法律论证和法官说理的过

程。［２４］实践中，不论是文书中 “堆砌”的证据条

目，还是 “无法印证，不予采信”“相互印证，足

以采信”的文书表达，均无法满足裁判文书的应

有作用。因此，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要求裁判文

书的充分说理。公正、充分的说理要求对印证的逻

辑展现与对心证的过程公开。对印证而言，裁判文

书应当归纳印证焦点，点明为何印证、何处印证；

对心证而言，裁判文书应当展开法官心证形成的过

程，对案件的疑点进行充分阐释。两者相结合，只

有摆脱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的表述类型，才能发挥

印证与心证俱备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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