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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荣专栏－中国式隔离羁押

本报讯

    　和其它地方一样，在中国，知名案件能帮助公众加强对法律制度的了解。就在大约一年前，北京警方将中国著

名艺术家艾未未带走，隔离关押八十一天，向海内外关注该事件的人「曝光」了，中国警察对「监视居住」措施的违
法滥用。

    　日前，被免除职务的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严重违纪行为被「双规」（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

党内违纪行为的程序，即「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的消息，又将公众

注意力引向了这另一种听上去不痛不痒，但实际缺乏法律依据、令官员人人自危的隔离羁押措施。薄的妻子谷开来也

在同一时间因涉嫌谋杀被限制人身自由，表明中国存在的第三种隔离羁押措施──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

刑诉法」于明年一月一日生效前，这一措施根据现行法律仍属合法。

    　艾未未遭「监视居住」引发的大量报导和谴责，与当时国内外的各方压力一道，迫使政府从立法层面改革这项
臭名昭著的措施。这些压力促成了新刑诉法某些条款的改进，同时继续要求通过法律进一步限制警察权力，不得将根

据立法本意应用在犯罪嫌疑人家中实施的「软禁」，变为在警察办案场所实施的、最长可达六个月的隔离监禁。

    　公众目前对薄熙来命运的高度关注，是否会从而带动关注「双规」的现实问题并呼吁将其纳入立法？作为中国

的精英阶层，八千多万共产党员一旦涉嫌腐败或有其它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可能受到来自党组织的而非政府的调查和

处罚。所谓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交代问题的「双规」命令，令多少人闻风丧胆。其结果除了开除党籍、仕途尽毁，若

情节严重，还会被移交检察院起诉，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

    　就硬件条件而言，「双规」有时比「监视居住」或普通刑事羁押要舒适些，但被调查人仍然会与外界彻底隔

绝，身处同样强制性的氛围中，常常还会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被调查人不能会见家人、朋友或同事，也无法

联系律师，只能单独面对冷酷无情的讯问人员。党内调查人员定期向这些讯问人员输送新材料作为讯问基础。此外，

中国警察侦办普通刑事案件和执行「监视居住」期限已十分宽松，而党内调查人员在实践中更不受调查期限限制，被

调查人也深知这点。和警察、检察院、法院一样，党内调查讯问人员也会明确告知对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若如实检举揭发他人，也会纳入考虑范围。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调查人试图自杀的情形并不罕见。

    　中共偶尔也会发布一些试行规定，要求在将被调查党员开除党籍或作出其它严重处罚决定前，事先将指控内容

告知被调查人本人、给予其在听证会上就这些指控进行反驳的机会、允许党内同事对其提供帮助、以书面形式作出调
查决定并给允许上诉。然而，我的研究显示，这些试行规定虽然表明中共在实施党内处罚时承认关于基本公正的基础

要求，但不太可能会适用于像薄熙来这样的重大嫌犯。

    　中共现任领导虽不断强调要严格依照法律处理薄熙来事件，但至少在调查初期，却将这位核心成员的命运托付

给了党内「司法」，而非国家的法律体系。这点显然未引起注意，但其实颇具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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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党内「司法」，而非国家的法律体系。这点显然未引起注意，但其实颇具讽刺意味。

    　但是，薄的妻子及一名勤务人员的案件已立即被移送进入正式司法程序，估计是因为已有证据表明二人涉嫌了

谋杀行为。虽然相关细节尚未披露，但显然他们是依据普通刑事司法程序被羁押，而不是受到「监视居住」。正常情

况下，党员在受到刑事羁押前须经纪律检查程序被开除党籍，由此似乎可以合理推断，这两个嫌疑犯都不是中共党

员，尽管谷的情况看来未必如此。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央迫切要为这件史无前例的大丑闻画上句号，加之谷并未被指控

腐败，所以忽略常规步骤、以求速战速决。

    　无论如何，虽然谷与其勤务人员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下，比受到「监视居住」或被「双规」的人享有更多权利和

保障，但这恐怕仍不足以使之免于隔离羁押。至少在侦查阶段，警方和检察院很可能会宣布，由于案件涉及「国家秘

密」，根据现行刑诉法，侦查人员有权在侦查结束前禁止嫌犯聘请律师；虽有尽快结案的压力在，这往往也意味著几

个月的时间。除非讯问人员希望利用家人或朋友的会见来劝服嫌疑犯招供，不然，被羁押的人除了同监室狱友外，仍

与一切人员隔离。这种状况在新刑诉法生效后有望得到改善──新刑诉法规定，大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

间即有权聘请律师。

    　如不出所料，薄熙来会被开除党籍。之后是否会对他起诉？这将取决于目前的调查能揭露出甚么证据，以及领
导层的政治需求。即便薄本人未直接涉嫌谋杀，他也很可能会被指控企图包庇，或至少是重大腐败、对异己者非法拘

禁和刑求、以及其它滥用职权干预刑事司法程序等罪名。目前他和他妻子均命系这一刑事司法程序。若被正式起诉，

他或许最终能在明年一月一日后与律师取得联系，从而结束梦魇般的隔离羁押。但这并不能带给他多少安慰。有传言

称薄坚持要求得到公正、公开的审判，但根据他自己将法律制度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经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实际情况，他也一定了若指掌。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亚洲

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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