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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刑事侦查中隐私权领域的界定》一书,是向燕博

士的初试啼声之作。从选题到成文,我目睹了她为之付

出的艰辛努力。书稿得以付梓,我作为老师也深感高兴。

是为序,以示祝贺。

随着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隐私

权开始为不少国际人权公约和国内宪法所承认。在民事

领域,人们能够认识到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身权利,

并积极为保护该权利而斗争。但是,在刑事领域,我国

对隐私权的关注和研究却远远滞后。很多人认为,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尚未获得充

分保障,如何谈得上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这样的认识

误区,也是我国有关隐私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和理论研究

裹足不前、司法实务中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侦查措施放任

自流的思想根源。

隐私权是法律为保证个人自由而划定的行动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隐私权与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位于同一

价值序列,应当获得同等的保护。域外法治发展和我国

的侦查实务皆表明,现代侦查手段越来越多地依赖对隐

私权的干预。通过划定隐私权领域来规范侦查权力的行

使,是本书提供的一个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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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刑事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既往研究往往集中

于对程序规范的设计,却忽略了 “哪些侦查措施侵犯了

隐私权,从而应当遵守正当程序”的前提事实。作者敏

锐地洞察到上述逻辑推演的未论证之处,将其研究立足

于隐私权领域的具体范围,从而将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

研究向前延伸,填补了一处理论空白,引申出一项新的

研究命题。尽管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并未给予公民的隐

私权保护以充分的重视,但我深信,该研究所具有的重

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很快会为大家所认识。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坚持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密切关注西方法治国家和国际人权法院最新的法律动态,

并深入探究相关法律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渊源,以较为

准确地反映事实,得出客观、合理的结论。以这种求真

务实的态度写出的学术著作,必定会使读者有所收获。

向燕跟从我读书多年,师生之间有着长期的交流与

合作,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希望这本专著的出版,能

成为她学术之路的良好开端,也由衷祝福她,能够保持

心无旁骛的专注和严谨踏实的学风,在未来取得更多的

进步。

宋英辉

201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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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

本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界定刑事侦查中应当受到法

律保护的隐私权领域。在现代法治国家,随着隐私权的确立和

发展,界定法律应予保护的隐私权范围,判断某事实是否属法

律保护的隐私权领域,是长期困扰各国理论界、立法者和实务

界的现实问题。

隐私权最初诞生于私法领域,旨在保护人格上的精神利益。

随着国家权力全面深入私人生活,隐私权不仅面临第三人的侵

权威胁,还可能遭受来自更为强大的公权力的侵害。至20世纪

后期,为保障个人隐私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犯,譬如警察无

故的监视、搜查,行政机关的任意调查等,各国纷纷通过成文

宪法或宪法判例将隐私权确认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

随着隐私权的宪法化,“界定刑事侦查中的隐私权领域”对

于规范当代刑事诉讼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型侦查技术手段,具

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隐私权领域的界定有助于辨识特定的新型侦查措施

是否应当纳入强制处分体系。在现代法治国家,强制处分应当

遵守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限制,强制处分之外的任意侦

查则根据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实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

1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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