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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兵

刑事审判中， 作为公平正义重要载体的裁判文书， 直接体现了每一起犯罪案件的处理进程和结果。 如何在裁判文书中将犯罪事实及证据以人民群众

所能理解的方式讲清楚， 进而为裁判理由和结果提供充分的依据， 对刑事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刑事裁判文书根据案件审理程序和撰写格式要求， 大体可分为完整文书和简式文书。 疑难复杂案件一般应使用完整文书， 具体可分为两类： 一是事

实证据清楚， 但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 称之为法律适用类疑难复杂案件； 另一类是案件事实证据争议较大， 影响到法律适用， 称之为事实证据类疑难

复杂案件。 前者重在裁判说理， 事实证据部分可相对简要； 后者案件事实和证据表述则需要详细、 完整、 清晰。

由于事实证据类疑难复杂案件信息量巨大， 且往往涉及各类专业名词， 即便是裁判者本身， 要将事实及证据梳理清楚， 势必也要花费巨大精力。 但

“法令所以导民也， 刑罚所以禁奸也”， 要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价值导向作用， 依然要求刑事法官在每一起疑难复杂案件中不仅仅要做到“心中有丘壑”，

更要“眼里存山河”， 力求做到事实陈述清晰明了， 证据阐释简洁有力， 让人民群众一看就懂、 一读就通。

事实阐述

裁判文书中的事实阐述包括四方面

内容： 被告人的身份事实； 指控被告人

犯罪的事实和证据； 被告人的辩解和辩

护人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

应当分别、 分段书写， 以充分体现控辩

式的审理方式。

（一） 身份事实

身份事实对案件事实认定以及被告

人的定罪量刑均具有重要作用， 需充分

重视。 根据格式要求， 裁判文书需列明

被告人身份户籍信息、 文化程度、 前科

劣迹、 到案时间、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的时间、 目前羁押状态等。

身份事实需要相关书面文件证明已

成共识， 但确实不能排除户籍协查函无

回复、 前科信息无法查明等情况。 无相

应户籍证明， 仅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全国

人口信息登记网查询结果的， 如附有照

片， 应尽量与被告人比对确认； 没有照

片或者不具备比对条件的， 方可采用自

报方式。 前科劣迹等信息如仅有被告人

自述， 没有相应文件证明的， 不应纳入

文书中的身份事实说明。

自诉案件及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由于取证力量相对不足， 原告人及被告

人的身份情况表述可适当简化， 主要包

括姓名、 出生日期、 户籍地或住所地即

可。 但经审理， 拟对自诉案件的被告人

定罪量刑的， 则应依据公诉案件要求，

对相关身份事实一一查明， 并体现到裁

判文书中。

（二） 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和证

据

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和证据清单

往往在起诉书或自诉状中已有载明， 一

般客观复述即可。 如起诉书或自诉状中

的证据清单条理性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或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出现新变化， 文书

应及时调整； 如起诉书经过修改或者变

更， 应当在该部分说明。

（三） 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

护意见

疑难复杂案件中， 出于不同心态、

利益考量以及辩护策略等， 被告人的辩

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可能呈现形态多

变、 不稳定、 无效信息占比高等多种特

征， 甚至被告人与辩护人意见相左的情

况也屡见不鲜， 极为考验裁判者的总结

与判断能力， 务求做到条分缕析、 层次

分明。

1.剔除无效与冗余信息

所谓无效信息， 除对案件审理没有

任何价值的信息外， 还包括虽可能被作

为内心考量之一， 但不能作为定罪量刑

直接依据的相关信息， 如被害人、 被告

人的家庭情况、 案件潜在的社会影响

等， 也应尽量避免在文书中出现。

所谓冗余信息， 是指诸如辩护人在

庭审中的类案讲解， 违背庭前会议的决

议， 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当庭

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等没有回应必要

的信息等。

2.在事实表述结构上， 首先展示对

指控事实的质疑， 并以此为基础， 接续

定罪异议与量刑辩护

定罪异议包括无罪意见与轻罪意

见， 要注意甄别表面为罪轻辩护， 实质

上依然是对定性有异议的情况。 较为常

见的情况比如， 被告人虽在检察官宣读

起诉书后表示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故意

杀人罪的事实和罪名， 但在辩论阶段

又称自己只是去“教训” 被害人， 并

没有打算去杀害被害人， 并以此请求

法院对其从轻处罚等。 实践中， 还存

在同时对定罪和量刑进行辩护的情况，

应当分别列明。

3.语言表述方面， 应避免全文或大

段摘抄辩方的意见及理由

可以指控事实为基础， 以可能涉及

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 总结辩护要

点， 直截了当展示观点， 阐述理由。 带

有强烈个人情感色彩的品格评价， 属于

推测性质的主观判断等不妥言辞不应出

现。 如辩护方还针对所主张的辩护意见

出示了相关证据或材料的， 可在辩护意

见之后另起一段， 说明证据及材料的名

称、 拟证明的事实等。

（四）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直接展现了裁判

者对于案件的审理与认定思路， 因视角

不同， 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往往

并不完全一致， 有时甚至大异其趣。

1.叙述事实需要素完整

主要写明案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

案件发生的原因， 被告人的动机、 目

的、 手段， 实施行为的过程、 危害结果

和被告人在案发后的表现等内容， 并以

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为重点， 兼叙述

影响定罪量刑的各种情节。

2.叙述事实要层次清楚， 重点突出

（1） 一般按时间先后顺序；

（2） 一人犯数罪的， 应当按罪行

主次的顺序；

（3） 一般共同犯罪案件， 应当以

主犯为主线展开叙述；

（4） 集团犯罪案件， 可以先综述

集团的形成和共同的犯罪行为， 再按首

要分子、 主犯、 从犯、 胁从犯或者罪

重、 罪轻的顺序分别叙述各个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

3.叙述事实应当客观、 具体、 实事

求是， 注意方式、 方法及语言的通俗易

懂

相较于使用“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使用××方法使被害人产生错误

认识， 进而交付财产” 之类带有法律评

价色彩的表述方式， “被告人为获取被

害人的××特定财产， 使用××方法， 使

得被害人误以为自己需要支付相应钱

款” 等“平铺直叙讲事实” 的表述方式

更为妥当。 审理查明的部分事实与指控

事实有明显区别， 或有必要特别强调

的， 可以“另查明” 等方式单列阐述，

但需保证每一事实均有经庭审质证属实

的证据支撑。

证据展示

案件事实和证据是控辩双方交锋的

重点， 其中， 证据可谓是基础中的基

础。 裁判者可以审理查明事实的方式回

应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的意见。 同理，

对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或者说证据的

客观性、 关联性、 合法性的回应， 可在

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部分进行。

具体而言， 裁判文书中采纳的证据

均是证据资格得到认可的， 但认可不等

于不用论述， 否则只会让文书的读者看

不清楚前因后果， 甚至对司法公正产生

质疑， 这要求裁判者要特别注重通过对

证据的具体展示和认证支撑审理查明的

事实。

（一） 列举据以定案的证据

1.证据名称及内容要尽可能写得明

确、 具体

实物证据还需说明证据来源， 如鉴

定意见应表述为“×××鉴定机构出具

的×××号尸体检验鉴定书”， 工作情况

应表述为“×××公安机关提供的向×××

机关收集的情况说明” 等。

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等存在多次

作证情况的言辞证据， 在内容表述上注

意有所取舍， 去除与案件事实不相关、

与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相符及表述前

后反复， 无法确定真实性的部分 （诸如

性犯罪等 “一对一” 案件， 被害人陈述

及被告人供述等定案关键证据的变化脉

络确有必要一一展示的除外）， 同时要

注意保守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个人隐

私， 保护控告人、 举报人、 被害人、 证

人的安全和名誉。

2.因案而异， 采用不同写法

案情复杂的， 可分段分析、 认证。

如涉黑涉恶案件中， 黑恶势力组织庞

大， 架构极为复杂， 需要一一明确、 剖

析等。

一人犯数罪或者共同犯罪案件， 可

以分项或者逐人逐罪叙述、 分析、 认

证。 多名共同被告人作用、 地位、 行为

模式高度相似的， 为避免重复， 亦可采

用统分相结合的方式表述。 如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件中， 若业务员行为模式高

度相似， 可一并表述， 只在具体受害

人、 涉案金额方面进行区分。

3.证据排列需注意细节

程序性证据应和相对应的实体性证

据一并表述。 如将调取证据通知书与监

控录像列为一项证据， 扣押决定书与清

单和相关鉴定意见集中展示等。

以客观证据作为认定某起案件事实

主要依据的， 应首先叙述客观证据内

容。 如具体描述监控录像内容后， 再摘

要现场勘查笔录， 最后列举证人证言等

言辞证据等。 其原因在于， 有客观证据

证明的， 案件事实一般无可辩驳， 所需

的只是对细节的进一步完善。

以被告人供述等言辞证据作为认定

案件事实主要依据的， 应首先列举言辞

证据， 再以客观证据佐证， 以确定非亲

历无从得知及排除第三人作案。

4.注意详略结合， 做到重点突出

案件事实证据较为明确或者控辩双

方没有异议的， 在保证逻辑完整性的前

提下， 以集中简要表述的方式能够做到

公正与效率兼顾。

事实证据争议较大或者控辩双方有

异议的， 不宜直接罗列证据内容， 而需

进行归纳总结。

因为在证据信息量较大的情况下，

受众很难从繁杂的证据信息中看清要证

明的事实， 进而不同程度上影响后续说

理效果乃至于裁判文书的认可度等。

（二） 说明证据采信情况

证据展示完毕后， 还需分析、 论证

在案证据情况， 以充分体现法官证据采

信情况和认证的过程。

如在法律适用类疑难复杂的上诉案

件中， 证据争议不大的， 可采用“以上

证据均经原审当庭出示、 辨认、 质证等

法庭调查证据质证属实， 本院予以采

纳” 等方式予以简要概述。

事实证据类疑难复杂案件， 应在该

处回应辩方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等证据

异议， 需注意回应只需针对证据本身

“三性”， 对于总体案件事实争议的分析

与评判可放到之后的说理中一并进行。

结 语

裁判文书是刑事法官在社会公众面

前的一张“名片”， 每一份文书都可能

被反复考量、 解读。 法官要对裁判文书

中的每一处用语、 每一个文字甚至是每

一个标点符号高度负责。 这要求我们除

了要具备较强的法学素养， 更需要有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持之以恒的坚韧心

性、 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

（作者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