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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错案需要遵循的一般错误规律
董 凯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摘 要】 刑事错案在刑事司法领域是一个传统课题，针对其基本问题的讨论依然重要。刑事错案在本质上属于错
误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这种错误是一种典型的复杂错误，错误的系
统中包含着各类致错因素，这些致错因素在共同作用形成错误的过程中，也需要遵循一般错误的基本规
律，即对错伴生律、致错过程律、要素互作律、错极必反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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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保障，有时甚至可以“裹挟”其他致错要素，“迫使”

刑事错案最终形成。

刑事错案形成原因的层次性特点也体现在直接诱因

和深层原因的内部。工具致错要素是刑事错案的直接诱

因且具有明显的外化反映，借鉴国外学者的相关数据，

笔者将其归纳为：刑讯逼供和执法过错、司法鉴定错误

问题、证人辨认错误、狱侦耳目虚假告密等，并对此进

行了必要的数据统计。主体致错要素和环境致错要素是

刑事错案的深层原因。其中，主体致错要素主要包括：

动机偏差、目标追求、正当性腐败、隧道视野、证实偏

差、情感附着、信念坚持、重申效果等，它们共同构成

了具体办案人的心理偏差，在刑事司法的不同程序中发

挥自身的作用。环境致错要素可以包括内、外部两个部

分，一方面，司法行政化、地方化、不合理的绩效考评、

极端的刑事政策等更多涉及司法体系的公权运行，可归

为刑事错案的内部环境致错要素；另一方面，错误的民

意干扰与无效的律师辩护更偏向于被害人、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自我救济，可归为刑事错案的外部环境致

错要素。刑事错案形成原因的层次性特点并不是简单地

体现在对各类成因的分类上，更体现在原因背后的形成

机理中。也就是说，无论错案的致错要素体现为内因还

是外因，直接诱因还是深层原因，它们背后也蕴含着致

错要素自身的形成机理，并且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发挥 
作用。

2  一般错误理论中刑事错案遵循的规律

2.1 对错伴生律——错案中的客体致错要素
所谓对错伴生律，就是指错误永远是与正确相伴而

生，它们是矛盾的统一体，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的认识活

动和实践活动。作为一种错误的表现形式，刑事错案为

什么不能够被杜绝，这可能涉及办案人面对错案形成的

客体致错要素（疑难案件）的时候，在认识论、证明标

准等方面的限制性问题。无论从认识论还是证明标准的

角度看，我们都无法杜绝刑事错案，错案中的客体致错

要素也确实存在，但案件的疑难并不会直接导致刑事错

案的发生，它只是刑事错案形成的一个前提，疑难案件

是否最终成为错案，其他致错要素显然发挥着更重要的

作用。

1  一般错误理论中的刑事错案致错因素

随着 2020年 8月份张玉环案宣告无罪，刑事错案又
一次进入了民众和学者们的视野。虽然学界在刑事错案

的概念等基础问题上还难以形成通说，但刑事错案已经

是一个传统课题。需要承认，刑事错案只是世界上所有

错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虽然发生在刑事司法领域，但

同样遵循错误的一般规律。

在一般错误理论中，原因的层次性主要是指错误的

成因可以分为若干个层级，认为构成错误的原因应具体

包含：主体、客体、工具、环境等多层致错要素。[1]在

一个刑事案件中，主体、客体、工具、环境等致错要素

往往与非致错要素同时存在，当致错要素发挥的作用占

据上风，刑事错案便产生了。

刑事错案是一种典型的复杂错误，其形成原因具有

明显的层次性特征。

首先，主体致错要素包括生理、心理、感知、思维

等方面的要素，属于错误构成的内因；非主体致错要素

包括来自客体、工具和环境等要素，属于错误构成的外

因。在刑事错案中，内因就是主体致错要素，主要是指

办案人的心理偏见；外因则是客体、工具、环境致错要

素，其中，客体致错要素主要是相对复杂的疑难案件，

工具致错要素是具体办案过程所采用的查证措施，而环

境致错要素则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司法环境上。

其次，内因是错误构成的内在根源；外因是错误构

成的外在因素。一般情况下，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

起辅助性作用，有些外因作为一种诱发性要素，只有通

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刑事错案这种复杂错误中，外因

也很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并迫使主体做出错误的选择。

最后，错误也可划分为直接诱因与深层原因。内因

往往是深层原因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刑事错案这种复

杂错误中，部分外因也是错误构成的深层原因。在面对

疑难案件这类刑事错案的客体致错要素时，直接诱因主

要体现在工具致错要素上，它的外显性较强且易于观察

和总结；深层原因主要体现在环境致错要素和主体致错

要素上，多数时候它们相互交织，不易觉察且难以简单

统计。在所有的刑事错案中，错误的构成几乎都是直接

诱因和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直接诱因在错

误构成中往往起到直接作用，深层原因则是错误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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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致错过程律——错案中的工具致错要素
所谓致错过程律，就是指错误的发生是由致错要素

到错误萌芽再到错误结果的过程，是一个由错误认识到

错误实践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致错过

程律揭示了一个略显“简单”的道理，就是当错误处于

萌芽阶段，在错误结果尚未真正形成的时候，就要尽量

发现错误并尽快纠正，此时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最少的。

从致错要素对刑事错案形成的影响来看，主体、客体、

工具、环境致错要素都发挥了相应作用，但错案的发生

源头在侦查阶段，作为错案的直接诱因，各类工具致错

要素往往在这一阶段发挥了较强的作用。

2.3 要素互作律——错案中的环境、主体致错
要素
所谓要素互作律，就是在错误形成的过程中，各种

致错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导致错误的最终形成。

在刑事错案的办案人面对客体致错要素时，一些工具

错误要素先后出现，可能会诱导主体致错要素形成，当

然，很多案件中主体致错要素可能在错案的萌芽阶段已

经存在，环境致错要素也会在此时给主体致错要素的发

育“加温”，导致办案的心理偏见逐渐增多，有些时候环

境因素甚至会推动或迫使错案的最终形成。错案中的各

种致错要素相互作用之时，环境致错要素和主体致错要

素同时为错案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2.4 错极必反律——错案中的致错要素的预防
道家有云：“物极必反”；《周易》曾曰：“否极泰

来”。错极必反律的基本内容是：当错误发展到极限，必

然被人们发现并抛弃；当错误衍变到极致，必然将被拨

乱反正。当错误系统构成到极致，将会进行自我否定，

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这一点体现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

规律，错误是对自我的否定，而对错误进行自我否定，

则是否定之否定。关于刑事错案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刑事司法的一种否定之否定。错极必反律是错

误发展的必然结果，当错误发展到极限，必然被人们发

现并抛弃。虽然从防范刑事错案的效果看，导致刑事错

案的“罪魁祸首”——刑讯逼供及非法讯问的严重程

度有了较大改观，[2]越来越多的案件因“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被纠正，“防止和纠正刑事错案”已经初见成

效，[3]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预防错案的发生仍是

我国刑事司法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

按照一般错误的特征，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具有明

显的层次性。近年来，针对环境致错要素，我国的刑事

司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司法

环境，同时也为办案人面对客体致错要素时做出准确的

价值选择提供了保障。但是，针对刑事错案预防制度的

设计应该永远报以一种不断改进和不断优化开放性的心

态。[4]作为办案人在侦查中使用的查证措施，工具致错

要素经常成为刑事错案的直接诱因，而心理偏差也为其

他各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提供了主体致错条件，有必要

针对性的改良查证措施，对办案人进行定期的司法心理

培训和建立有效的心理偏差预防制度。

3  结语

总之，刑事错案并不是洪水猛兽，从本质上看，它

只是一种错误认识和错误行为。在遵循错误一般规律的

前提下，我们目前无法杜绝刑事错案，但应遵循认识错

误、预防错误的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典型的复杂错误，

刑事错案的预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既涉及宏观的司

法制度改革，也涉及微观的查证措施改良，甚至涉及司法

哲学、司法心理等诸多方面。唯有遵循一般错误的认识理

论，在主体、客体、工具、环境致错要素方面综合预防，

我们才会在刑事错案的预防中更加接近“否极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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