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

题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

（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 

  2017 年 4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34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

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和探索的新经验、新做法，请分别及时报告中央主管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2017 年 6 月 20 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

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如下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

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第二条 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三条 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四条 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

排除。 

  第五条 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

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

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

愿供述的； 



  （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

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第六条 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

当予以排除。 

  第七条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

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侦查 

  第八条 侦查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开展侦查，收集、调取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

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 

  第九条 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

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因客观原因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室以外的场所进行讯

问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 

  第十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

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并在讯问笔录中写明。 

  第十一条 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

接、删改。 

  第十二条 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制作讯问笔录。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

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对讯问笔录中有遗漏或者差错等情形，犯罪嫌疑人可以

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第十三条 看守所应当对提讯进行登记，写明提讯单位、人员、事由、起止时间以及犯罪嫌疑

人姓名等情况。 

  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身体检查。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

检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有伤或者身体异常的，看守所应当拍照或者录像，分别由送押人员、犯罪嫌疑

人说明原因，并在体检记录中写明，由送押人员、收押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第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

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

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

据。 

  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

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

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第十五条 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依法

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的，不得移送审查起诉。 

  侦查机关发现办案人员非法取证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可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 

  三、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第十六条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

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 

  第十七条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

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相

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

根据。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不得批准

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 

  对于人民检察院排除有关证据导致对涉嫌的重要犯罪事实未予认定，从而作出不批准逮捕、不

起诉决定，或者对涉嫌的部分重要犯罪事实决定不起诉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可要求复议、

提请复核。 

  四、辩护 

  第十九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

申诉、控告。 

  第二十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

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二十一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讯问笔录、

提讯登记、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等证据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证据材料。 

  第二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

系的，应当予以调取；认为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联系的，应当决定不予调取并向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理由。 

  五、审判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

证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

者材料等情形除外。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将申请书和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

察院。 

  第二十四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未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不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

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



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人民法院可以核实情况，听取意见。 

  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

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第二十六条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调查；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

有疑问，且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以决定不再进行调查。 

  第二十七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人民法院认为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确有必要通知上述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说明情况的，可以

通知上述人员出庭。 

  第二十八条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法庭应当宣布开庭审理前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及处理

情况。 

  第二十九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申

请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前述情形，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

驳回申请。 

  法庭驳回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以相同理由再次提

出申请的，法庭不再审查。 

  第三十条 庭审期间，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为防

止庭审过分迟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 

  第三十一条 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

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有针对

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出示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并申请法庭播放特定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 

  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应当向法庭说明证据收集过程，并就相关情况接受发问。对发问

方式不当或者内容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无关的，法庭应当制止。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质证、辩论。 

  第三十二条 法庭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

要时，可以通知公诉人、辩护人到场。 

  第三十三条 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

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 

  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 

  第三十四条 经法庭审理，确认存在本规定所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

应当予以排除。法庭根据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而人民检察院未提供证据

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不能排除存在本规定所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

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对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判决的根据。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

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

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案件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法认定该部分事实。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并说明

理由。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参照上述规

定。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诉、上诉，对第一审人民法院有关证

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提出异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申请的，应当说

明理由。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人民检察院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出示证据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第一审人民法院依法排除有关

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在第二审程序中不得出示之前未出示的证据，但在第一审程序后发现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参照上述第一审程序的规定。 

  第四十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未予审查，并以有关证据

作为定案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

审判。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未予排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排除非法证

据。排除非法证据后，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

维持原判；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原判决事

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四十一条 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参照上述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 6 月 27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