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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2005年系列冤案相继曝光以来，如何有效遏制冤案的发生一直是我 

国法律实务界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我国法学理论界的热门课题。我有幸在 

冤案问题得到我国法律界和法学界广泛关注以前就对冤案的成因、预防等问 

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冤案问题在中国“引爆”以后更高度重视，锲而不舍地 

紧紧追随十多年。拙作就是我最近十多年研究冤案问题的结晶。中国古语 

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拙作能不能成为协助法律实务部门遏制冤 

案的“利剑”尚待验证，但是笔者研究冤案已超十年，则千真万确。

一、研究冤案的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2000年至2005年，我主要研究域外，尤其是美国的刑 

事误判问题，2000年6月中旬，美国媒体重头报道了一则举世震惊的消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詹姆斯• S.利布曼(James S. Liebman)教授主持的 

一个项目组对1973年1月1日至1995年10月2日23年间美国死刑的适用 

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研究成果表明，美国死刑案件平均误判率高达68% , 

有3个州死刑案件误判率高达100% o这一研究结论震动全球法律界，也震 

惊了我。如果美国死刑的误判率那么高，那么我国死刑的误判率是比美国低 

还是比美国高？怀着强烈的好奇,我对利布曼教授长达1000多页A4纸的研 

究报告及其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了仔细研究。

第二个阶段是自2005年至2010年，我挑选我国实践中发生的20起典 

型冤案，对冤案出现的规律及成因进行深入剖析,2005年，中国媒体接连披 

露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先是2月下旬媒体报道，河北的李久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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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故意杀人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案发2年后，真凶蔡明新在 

温州落网。接着是3月下旬媒体报道，河北的聂树斌因涉嫌强奸杀人被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被交付执行，10年后，另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王书金交代聂树斌案被害人实际上是他所杀。类似冤案还能列举很多，如 

2005年4月中旬媒体报道的河南省淅川县张海生强奸案,6月中旬媒体报道 

的湖南省怀化市滕兴善故意杀人案，等等，冤案的接连曝光引起了我国全社 

会，尤其是法律界的震惊。当时,我刚刚对利布曼教授的研究报告进行了深 

入研究如前所述，尽管按照现有统计数据，我国刑事案件的误判率远远低 

于美国，但是就利布曼教授研究的导致死刑误判的诸项原因而言，我国相对 

于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我担心我国刑事案件的误判问题可能 

比美国更加严重。那么，我国刑事误判的现状如何？刑事冤案的出现有没有 

一定的规律？导致冤案的原因有哪些？我挑选2005年前后（2006年之前） 

媒体曝光的20起重大冤案对刑事误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三个阶段是自2010年至2013年，我以赵作海案件为样本，对我国刑 

事冤案出现的原因以及防范的对策进行深入研究。2010年5月初，赵作海案 

件曝光。赵作海案件中残酷的刑讯逼供震惊全国，尤其是震惊全国法律界 

我对赵作海案件也极为关注，决定以该案为典型样本，对我国冤案的成因以 

及预防问题进行一次“解剖麻雀”式的研究。经过广泛收集资料，我发现赵 

作海案件几乎集中了我国刑事冤案的所有问题,而且许多问题在赵作海案件 

中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第四个阶段是自2013年至2017年，我主要研究冤案的救济问题“尽管 

自2005年以来，我国纠正了一系列冤案，但是冤案的纠正异常困难，许多案 

件都是经过被告人及其家人长期上诉、申诉、上访才得以纠正。实践中，冤案 

难以纠正至少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冤案纠正普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一许 

多案件的纠正都经历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譬如:辽宁省锦州市的郑永 

林案，蒙冤时间长达27年;河南省灵宝市的王玉虎案，蒙冤时间长达26年; 

海南省海口市的陈满案,蒙冤时间长达23年其二，许多冤案得以纠正的原 

因都非常偶然。不少案件都是因为真凶落网或者“亡者归来”，才得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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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经常很难启动再审程序。从我国实践来看，被 

告人及其家人提出申诉通常是启动再审的必要条件，如果被告人及其家人没 

有提出申诉，冤案通常不可能得到纠正。但是仅仅被告人及其家人提出申 

诉,往往还不足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除被告人及其家人提出申诉，往往还 

必须有其他强有力的外力配合，如真凶出现、律师的大力抗争、媒体的广泛报 

道、其他正义人士的无私帮助，等等，才可能推动检察机关、法院启动再审程 

序那么，为什么冤案的纠正异常困难？如何解决冤案难以纠正的问题？自 

2013年,我开始深入研究冤案的救济问题"

二、我国遏制冤案的五个主要进程

如前所述,2005年，我国媒体曝光了系列刑事冤案。冤案的接连曝光 

引起了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界对我国刑事误判问题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 

检察院于2005年7月4日专门下发《关于认真组织学习讨论余祥林等五个 

典型案件剖析材料的通知》（高检发办字[2005]7号），要求各级各地检察机 

关组织检察人员认真总结在余祥林等五个典型案件中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并制定、落实相应整改措施，建立健全规范执法的长效机制.最高人民法院 

于2005年9月下旬专门召开了全国“刑事重大冤错案件剖析座谈会”，对余 

祥林、杜培武等14起冤错案件的成因进行讨论，研究如何预防和及时纠正冤 

错案件。口寸隔i年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9月21日再次下发《关于 

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滕兴善等七个典型案件剖析材料的通知》（高检发办字 

[2006]27号），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认真分析在滕兴善等7起案件 

中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剖析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吸取教训，把法律监督 

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10年5月，赵作海案件曝光，赵作海案件严重的刑讯逼供以及在证据 

的收集和运用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尤其是法律界的震惊。在 

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 

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 

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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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规定”的通过对防范冤假错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关于办理 

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案件中每一种证据收集和运 

用的规则以及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严重违反法定 

程序收集的证据必须予以排除，没有达到法定证明程度的案件不得判处有 

罪。不仅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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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 

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还明确要求：“办理其他刑事案 

件，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这意味 

着，《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尽管当时不完全适 

用于非死刑案件，但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非死刑案件时，也应当参照适用， 

这对于提高非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关于办 

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防范冤假错案也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在我国实践中，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 

是最直接原因。《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排除 

非法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启动和审查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有利于促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实践中真正得到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 

将有利于遏制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促使检察人员、 

审判人员将侦查人员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这对于防范冤假错 

案的发生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012年3月，我国《刑事诉讼法》迎来第二次“大修”。2012年底，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分别修改了本部门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 

法解释（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修改在遏 

制冤假错案方面又取得了重大进步。首先,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遏 

制刑讯逼供的力度，譬如，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建立了侦查讯问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规定在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必须立即送看守 

所羁押，要求在将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送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必 

须在看守所内进行,等等。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对遏制刑讯逼供、减少冤假 

错案的发生将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完善了证人出庭作证机制。譬如，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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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庭作证的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证人保护制度、证人出庭作证的 

经济补偿制度、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拒绝出庭或拒绝作证的惩戒制 

度,等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对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防范冤假错案将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再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修正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绝大多数条款都予以吸收，从而使《关于办理死刑案件 

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从死刑案件扩张至全部刑事案 

件，这有利于提高刑事证据收集和运用的标准,对防范冤假错案的出现将具 

有重要意义。

2013年3月26日，浙江张氏叔侄二人冤案曝光。该案严重的刑讯逼供 

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尤其是法律界的震惊，相关部门痛下决心，决定采取 

有效措施，解决冤假错案问题.、2013年上半年，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切实 

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2013年6月5日，公安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 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通知》；2013年9月，最高 

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 

见》；2013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 

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上述四机关发布的文件对防范冤假错案作出了非常全 

面的规定，譬如，要求限制政法委协调案件的权力，规定政法委只能就法律适 

用问题进行协调，不能就事实认定问题进行协调，即便是就法律适用问题进 

行协调，也不能提出具体处理意见;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 

理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 

及其亲属上访、闹访和“限时破案”，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 

的裁判和决定；禁止法院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禁止通过降低 

案件管辖级别规避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禁止下级法院就事实和证据问题请 

示上级法院；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 

的被告人供述，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 

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都应当予以 

排除;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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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不得 

作为定案的根据；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来源 

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规 

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证据 

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 

告人的处理.等等。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对防范冤假错案的出 

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10月23日，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了新一轮司法改革本轮司法改革包含 

的内容非常全面，涉及我国司法制度，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大部分重要问 

题，许多措施的贯彻实施都有利于防范冤假错案的出现譬如，本轮司法改 

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司法的地方化问题,如实现省级以下法院、检察 

院的省级统管，建立巡回法庭或跨行政区划法院，这些措施的推行将有利于 

削弱地方政府部门对法院、检察院的影响，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办案, 

从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再比如，本轮司法改革要求完善司法责任制，这 

有利于促使公安司法人员善尽职守，高效、公正处理案件，从而减少冤假错案 

的发生。又如，本轮司法改革要求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这有利于 

实现庭审的实质化，提高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 

的证据不充分时依法作出无罪裁判，从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上述遏制冤案的措施涵盖的内容非常全面，从诉讼程序到证据制度，从 

诉讼制度到司法体制，从制度建构到法律理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尤其是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及2013年遏制冤假错案的相关法律文件颁布后，我国 

冤案的遏制和纠正出现了积极变化。首先,是冤案纠正的速度有所加快就 

纠正冤案的数量而言，在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召开以前，除2005年媒 

体报道的纠正冤案的数量比较多,其他年份媒体报道的纠正冤案的数量都不 

多，经常只有一两起，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后4年内，媒体报道得以纠正的重大 

冤案达24起（详见第五章），平均每年近5起，远远超过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每 

年纠正冤案的数量。其次，是因证据不足而改判无罪的案件比例显著增加 



序言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我国重大刑事冤案的纠正，大部分都依赖真凶落网或 

者“亡者归来”，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后，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因认 

定原审裁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改判无罪的案件大幅增加。再次，是多个 

长期未能纠正的冤案得以纠正.在我国实践中，冤案的纠正非常困难，不少 

案件直到真凶出现、“亡者归来”，法院、检察院实在无法推脱，才迫不得已改 

判被告人无罪。更极端的是，有些案件，即使在真凶出现、“亡者归来”以后, 

法院、检察院仍然千方百计拒绝纠正冤案。不过，这种状况在中共十八大召 

开后有所好转.多起在多年.甚至在十多年以前就已发现真凶，被冤者及其 

家人长期申诉、上访，律师进行了艰苦的抗争，但一直未能纠正的冤案，在中 

共十八大召开后终于得以纠正。譬如，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案，呼格吉勒图 

强奸、流氓案，黄志强等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敲诈勒索案都是如此。

然而，我国冤案的纠正形势依然严峻.首先，法院的纠错机能没有明显 

提升.长期以来，我国法院的定罪率一直高达99%以上，无罪率一直不到 

1% ,近年，无罪率更降低至0.06%至0.08%，即使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央 

有关部门发布系列防范冤假错案的文件以后，无罪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上 

升幅度也非常小，从2012年的0. 06%上升到2015年的0. 08% ,仅上升了 

0.02个百分点。其次，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依然十分困难。近年，我国审判 

监督程序的启动率一直不到I%。即便是在近年有关部门采取系列措施强 

化冤案的防范与救济后，再审率依然持续走低,没有任何一年上升。再次，检 

察机关的纠错机能也极为薄弱。在我国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以及 

疑罪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比率一直不到2%。自2013年以来，在有关部门 

发布系列文件以提高刑事诉讼防范冤假错案的机能以后，检察机关对不构成 

犯罪以及疑罪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比率虽然略有提高，但提高的幅度非常 

小，从2013年的1.18%提高到2016年的1.82%，仅提高了 0.64个百分点。

遏制冤案,我国依然前路漫漫；我对冤案的研究,也将继续上下求索。

陈永生

2018年3月初于北大陈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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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貌研究：以3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

一、以2006年之前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

(-)问题的提出

2005年，中国媒体接连披露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先是2月下 

旬媒体报道，河北的李久明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 

缓，案发2年后，真凶蔡明新在温州落网。接着是3月下旬媒体报道，河北 

的聂树斌因涉嫌强奸杀人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被交付执行， 

10年后，另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王书金交代聂案被害人实际上是他所 

杀,〔2)继之是4月上旬媒体报道，湖北的余祥林因妻子失踪被京山县人民法 

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案发11年后，“被害人”张在玉从山东 

返回家乡。〔3〕几乎在同一时间，媒体还报道，云南省立北县的王树红被迫承 

认强奸杀人，在被羁押299天后，另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王标林交代,王树红 

案实际上是他所为「4)类似冤案还能列举很多，如2005年4月中旬媒体报

(I )参见马竞:《“李久明特大冤案”始末》，载《工人日报》2005年2月28日。

(2) 参见赵凌:《“聂树斌冤杀案”悬而未决防“勾兑”公众呼吁异地调查》，载《南方周末》 

2(X)5年3月24日“

[3] 参见张立:《愚人节这天，他“无罪出狱”》，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7日

〔4)参见温星:《村民遭刑讯逼供成残疾屈打成招被错判杀人》，载《新生活报》2005年4 

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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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河南省淅川县张海生强奸案〔I、6月中旬媒体报道的湖南省怀化市滕 

兴善故意杀人案〔2）、7月下旬媒体报道的吉林省磐石市王海军故意伤害 

案（3）以及山西省柳林县的岳兔元故意杀人案（4）、8月中旬媒体报道的河南 

省禹州市王俊超奸淫幼女案〔5 ）等等。

冤案的接连曝光引起了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界对我国刑事误判问题的 

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7月4日专门下发《关于认真组织学 

习讨论余祥林等五个典型案件剖析材料的通知》（高检发办字［2005］7号，以 

下简称最高检第一次《通知》），要求各级各地检察机关组织检察人员认真总 

结在余祥林等五个典型案件中，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存在的问题，同时查找 

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在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落实相应整改措施，建 

立健全规范执法的长效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9月下旬专门召开了 

全国“刑事重大冤错案件剖析座谈会”，对余祥林、杜培武等14起冤错案件的 

成因进行讨论，研究如何预防和及时纠正冤错案件。时隔1年后，最高人民 

检察院于2006年9月21日再次下发《关于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滕兴善等七个 

典型案件剖析材料的通知》（高检发办字［2006］27号，以下简称最高检第二 

次《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认真分析在滕兴善等7起案件中 

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剖析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吸取教训，把法律监督「. 

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上对冤错案件的反思无疑值得肯定，但仍远远不够首先，就法院和 

检察院而言,他们探讨的重点都是本机关及本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这些案件 

时存在哪些问题.而非冤错案件出现的全部原因其次，从理论界来看，虽然 

就某些或个别冤错案件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学者不在少数，但从宏观上全面剖

（I ）参见郭启朝：《张海生：480天身陷强奸,,冤”案？》，载《大河报》2005年4月14日。

〔2）参见向明凯、谭茜琛、黄迎峰:《杀人嫌犯！6年前被枪决案件死者仍健在》，我《今日 

女报》2005年6月15日。

［3］ 参见刘爽、王振东、顾然:《19年前杀妻疑案调查》，载《新文化报＞2005年7月25日

［4］ 参见武建中、屈怀明、侯爱东:《岳兔元又一个余祥林?》.载《法制早报＞2（X）5年7月 

25日。

（5 ］参见井长水.杨万洲、张惠君:《河南一离奇刑案启动再审程序》，载《法制日报》2005 

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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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冤错案件的成因及其基本规律的论著仍然不多。基于这一原因，本部分试 

图以2005年及此前几年媒体披露的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的20起刑事冤案 

为样本，深入分析冤案出现的基本规律，探求导致冤案出现的主要原因，剖析 

冤案所反映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刑事误判问题的解 

决有所裨益。

（二）研究对象的确定

就实证性研究而言,研究对象的选择极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研究对 

象的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能否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刑事冤案 

问题的研究同样如此。中国人口众多，犯罪基数大，因而虽然中国法院作出 

无罪裁判的比率很低，但全国法院每年作出的无罪裁判也近千件，如何在这 

众多冤案中挑选一定数量的案件作为研究样本，对于保证研究的成功和研究 

结果的科学、准确极为重要。

那么.到底选择哪些冤案作为研究样本呢？为了保证作为研究样本的案 

件具有典型性，从而确保据此得出的研究结论能够反映我国刑事冤案的实际 

状况.本部分在选择样本案件时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只选择经过侦查、起诉、一审三阶段被认定有罪，最终被改判无罪 

的案件，也就是说.对那些虽然最初被错误认定有罪，但在侦查后期或起诉、 

一审阶段即被纠正的案件，本部分不予研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多 

数冤案的形成不仅可能有侦查、起诉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有审判方面的问 

题,在侦查后期或者起诉、一审阶段即被纠正的案件只能反映我国侦查、起诉 

方面的问题，不能反映审判方面的问题，相对于一审被认定有罪，此后才被改 

判无罪的案件.典型性略差一些。正因为坚持这一标准，近年媒体曾大量报 

道的有些案件，如前文提到的云南省丘北县王树红强奸杀人案，最高检第二 

次《通知》提到的陕西省咸阳市董金华、边小梅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黑龙 

江省伊春市张亚芹诈骗案,2006年4月媒体曾大量报道的安徽省巢湖市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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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赵龙、张明、秦钟故意杀人案〔2,2000年媒体曾大量报道的河南省开封 

市张少聪故意杀人案〔2)等,本部分均不纳入研究范围。

第二,只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确系被错判有罪的案件。从我国现 

行立法的规定以及实践操作来看,冤案有两类:一类是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 

人确属被错误追诉和误判有罪的案件"〕；另一类是因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 

证明被告人有罪而被检察机关、法院按无罪处理的案件决4)笔者认为，第一 

类案件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从事实上来说，被告人都是无罪的，是典型 

的冤案;第二类案件虽然从法律上来说被告人是无罪的，但从事实上来说，被 

告人存在无罪和有罪两种可能性，因而从事实的角度而言，其作为冤案的典 

型性不如第一类。因此，在第一类案件样本数量充足的情况下，笔者将第二 

类案件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也因此,2006年上半年媒体曾大量报道的河 

北省隆尧县的徐东辰故意杀人案怎)，2005年媒体曾大量报道的河南省鹿邑 

县胥敬祥抢劫案〔6),此前几年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的云南省巧家县孙万刚 

故意杀人案〔7),河北省曲阳县杨志杰爆炸案〔8),湖北省钟祥市的潘楷、王克 

政、毛守雄、邓宗俊投毒案〔9)等,本部分均不纳入研究范围。

第三，尽可能选择近年被确认为冤案的案件。刑事诉讼是一种社会性很 

强的活动，随着立法的修改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环境的变化，刑 

事诉讼的运作状态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要想本部分的研究结果对我国 

当前以及未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借鉴价值,作为研究样本的案件

[1 ]参见戴敦峰:《四男孩"认罪”后真凶出现》，载《南方周末》2006年4月2() B, 

〔2)参见卞君瑜:《巫婆点“迷津”公安办冤案》，载《法律与生活》2000年第8期.

(3)也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1款第2项作出的无罪判决。

[4 )也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1款第3项作出的无罪判决。

(5 )参见胜华文:《无辜村民被认定为杀人犯羁押8年4次被判死刑》，载《民主与法制时 

报》2006年3月13 H ...

〔6)参见赵利民、赵芳、张洪量:《胥敬祥重获自由的前前后后》，载《检察日报》2005年4 

月 13

[7 ]参见刘岚、茶萤:《死刑到无罪——云南孙万刚死刑改判无罪案件调查》，载《人民法 

院报》2004年5月13 Bo

〔8)参见黄广民:《不明不白被关12年》，载《南方周末》2003年1月29日。

〔9J参见李晨:《湖北投毒涉案教师被释放律师称取保候审没根据》，载《北京青年报》 

200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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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离现在越近越好因此，在挑选样本案件时，笔者尽可能选择那些被确 

认为冤案的时间距当前较近的案件，对那些纠正时间较早的案件.如1989年 

发案、1991年宣判、1995年纠正的黑龙江省伊春市石东玉故意杀人案〔I）, 

1996年发生并被移送审查起诉、1997年纠正的河南省叶县的周晓东、周广军 

抢劫杀人案等，都不予研究。但甘肃武威的杨黎明、杨文礼、张文静抢劫 

杀人案是一个例外.因为虽然该案侦查、起诉、审判以及纠正的时间离现在 

较远（均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但该案当 

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以致此后许多学者在探讨刑事冤案时.仍然言必 

称该案〔3）,因而作为例外.将其纳入研究范围。除该案外，其他案件纠正的 

时间均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并且20起案件中，有17起纠正的 

时间都在2000年之后。

在坚持以上标准的基础上，笔者通过以下途径最终确定了作为研究样本 

的20起刑事冤案：

第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和第二次《通知》总结和分析的案件原则 

上纳入本部分的研究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通知》共总结和分析了 

5起案件，但由于其中有2起与本部分的研究主题无关（其中1起主要涉及 

刑讯逼供，另1起主要涉及玩忽职守），有1起（孙万刚案）虽与本部分研究主 

题有关，但不符合前文设定的选择样本案件的标准，因而能够纳入本部分研 

究范围的实际上只有2起案件，即湖北省京山县的余祥林故意杀人案以及海 

南省万寿县的黄亚全、黄圣育抢劫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次《通知》共总 

结和分析了 7起案件.但由于有3起与本部分的研究主题无关（其中1起主 

要涉及玩忽职守、1起主要涉及收受贿赂、1起主要涉及违法违规办案），有3 

起（王树红案、董金华、边小梅案、张亚芹案）虽与本部分研究主题有关，但不 

符合前文设定的选择样本案件的标准，因而能够纳入本部分研究范围的实际 

上只有1起案件（滕兴善案）

[1 ）参见张放:《冤狱2200天，死刑犯重扬生命之旗》.载《家庭）1998年第4期

[2]参见张大奎：《叶县冤案纪实》，载《政府法制》1998年第9期

[3 J如龙宗智:《如果没有发现真凶》，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