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刑事诉讼证据--5.2 刑事诉讼证据的分类--5.2.2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根据证据的来源不同，可以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 

  原始证据是直接来源于案件真实的证据，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手材料”。比如物证、书证的原件，证人、

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事实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亲自所为所作的陈述，视听资料的“母带”、

原盘，等等。 

  传来证据不是原生于案件真实的证据，而是经过传抄、复制、转述等中间环节后形成的“第二手材料”。

它是通过原始证据所派生出来的证据。比如物证、书证的复制品，证人转述他人告知的案情，视听资料的

复制品，等等。当然，证人转述他人告知的案情必须说明其来源。没有确切来源的道听途说不能成为证据，

也就不能成为传来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在英美法系证据理论中有传闻证据这一概念。并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传来证据

限定为传闻证据。而中国证据法理论中的传来证据与英美法系证据法中的传闻证据有所不同（表 5-8）。 

比较点  传闻证据(英美法系证据法) 传来证据(中国证据法) 

外延 仅指传闻陈述，不含物证、视听资料等。 

囊括了由“第一手”材料派生出来的所有证

据，包括“第二手”以上的物证、书证、人

证、视听资料等。 

内涵 

以审判为标准，坚持直接言词原则。所以凡在审判

前和审判外取得的言词证据，只要未能在审判中以

言词方式提出，则无论其内容是否为陈述人亲身感

知，均为传闻证据。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为直

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在审判期日以外亲笔所写的

陈述及他人制作并经本人同意的陈述笔录；二为没

有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在审判期日以外就他人

所感知的事实亲笔所写的转述及他人制作并经本

人同意的陈述笔录；三为没有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

人在审判期日就他人所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

转述。 

判定证据是否为传来证据的标准是陈述人

是否对案件事实直接感知。只要陈述人是对

案件事实亲自所为、亲身感受、亲耳所闻，

无论其是在审判期日作出，还是审判期日以

外作出，也无论证据的表现形式是书面形式

还是言词形式，这一证据都是原始证据，而

非传来证据。所以，按照中国的标准，传闻

证据中包含的第一种情况的证据都是原始

证据，而非传来证据。传来证据只包括第二

种和第三种情况的传闻证据。 

作用 

注意到传闻证据具有易于失实的特点， 因此区分

传闻与非传闻，通过设置“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等

制度来限制传闻证据进入实际的司法诉讼程序，从

而避免传闻证据误导法官和缺乏法律知识的平民

陪审员。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区分是在学理上的

区分 ，通常并不涉及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

可采性问题，即原始证据、传来证据都可以

纳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区分两者的唯一目的

只是提醒办案人员应注意不同来源的证据  

可靠性与证明力不同。 

表 5-8 传闻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区别  [龙宗智、翁晓斌， 2012] 

  可见，传来证据不等同于传闻证据 ，传来证据具有自身的含义与特点。 

  在中国刑事诉讼中通常不排斥传来证据，只是要求注意其可靠性与证明力。一般来说，证据材料被转

手传递，失真可能性就增大，转手次数越多，失真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转述者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将事实扭

曲。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原始证据要比传来证据更可靠些，证明力更强些。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传来

证据可以替代原始证据。如对于那些易于消失或难以搬动的物证来讲，只有通过照相、复制模型等方法形

成的物证的复制品在法庭上出示，才能使原有的物证发挥证明作用。并且，传来证据还具有以下作用：它

可作为发现原始证据的线索；可作为检验原始证据是否真实的手段；可作为加强原始证据证明力的工具；

在无法获得原始证据的情况下，合法查获的传来证据还可作为定案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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