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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接受审讯时的精神准备 

1， 精神准备 

被拘留以后，将接受审讯 

2， 可以一直保持沉默—沉默权 

宪法 38 条 1 项规定，不管是谁都不得强迫任何人做对自己不利的供述，有沉默权保障。

而且，请示诉讼法 198 条 2 项规定，审讯时应事先告诉嫌疑人，不能做违反自己意思的供

述。所以，你在被审讯时，可以一直保持沉默，也可以对只想回答的提问进行回答，对不

想回答的提问可以不回答。 

沉默权，是通过对有权强迫无罪的人做假供认现象的反省中产生的。凡是现代民主国家，

都承认沉默权。 

即使不回答提问，也不会受到对你不利的处遇，所以可以不用担心。 

3， 请准确理解对话内容 

对于不懂日语的嫌疑犯，需要通过翻译人员进行。如果你听不懂翻译人员翻译的内容时，

必需向翻译人员详细询问你不懂的意思。一定要记住，对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随便认可。

加入你认为翻译人员根本没有理解你说话的意思时，你应该准确的向他进行详细说明。如

果再三说明还是不明白，或不能让翻译人员明白时，就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要说。 

4， 不承认审讯官的作文 

在警察官或检察官面前所说的话叫供述。警察管或检察官将你说的话做成文章形式的供述

调查笔录。 

但是，供述调查笔录的内容，并不是按你说的内容原话进行记录，而是由审判官整理成的

文章。你说的话和审讯官的意思混在一起，无法区别哪部分是你说的话，哪部分是审讯官

的作文。日本法律规定，审讯时不允许律师在场旁听，也不是对所有的审讯进行录像或录

音，所以对究竟哪些话是你说的话，之后是无法调查的。 

这样供述调查笔录则成为案件的证据。如果供述调查笔录在法院被作为证据采纳时，你要

知道，审判是依据供述调查笔录决定的。即使你在审判中提出供述调查笔录中有些内容与

事实不符的话，也很难得到法院的认可。 

对由审讯官做成的供述调查笔录时，请多加留意。 

5， 即使要求签名盖章，你也没有承担的义务—拒绝签名盖章权 

在供述调查笔录上签名盖章，不是你的义务。 

刑事诉讼法 198 条 5 项明确规定，嫌疑人提出调查笔录没有错时，可以要求签名盖章。如

果拒绝时则不在此限。因为你拥有拒绝签名盖章权。 

即使供述调查笔录都是按你说的记录，你也不用承担签名盖章的义务。如果你认为自己并

没有这样说的话，那就更不用承担在问题的供述调查笔录上签名盖章的义务。 



如果你不会念日文时，审讯官会将供述调查笔录念给你听，并通过翻译人员询问你供述调

查笔录的内容有无错误。可是，因翻译人员翻错，或者翻译人员翻的太快，连日或长时间

的审讯使你感到疲惫时都会造成你的判断错误，或听漏关键的内容。如果不太明白供述调

查笔录的内容，或翻译上有疑问时，你可以反复提出请再念一次或者是请再翻译一次的要

求。直到你理解供述调查笔录的内容为止。如果还是不能理解的话，你拥有拒绝供述笔录

的签名盖章的权利。 

6， 请反复确认供述调查笔录的内容—不管反复多少次，要仔细确认供述调查笔录内容 

在供述调查笔录上签名盖章的话，供述调查笔录上的记录的内容就是你承认的事实。所以，

在供述调查笔录上签名盖章前，一定要仔细确认内容。如果你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而签名

盖章的话，以后即使在审判中你提出与事实不符的申诉，法院很可能不会认可。这一点一

定要格外注意。哪怕只是非常细微的不同，到了审判的时候就是很大的问题。 

供述调查笔录做成以后，要仔细确认其内容，你可以采取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可以要求审

讯官把供述调查笔录念给你的方法，但是，审讯官年的很快，或者在你疲倦时，一不留神

就会漏掉而有可能造成判断错误。如果打算在供述调查笔录上签名盖章时，最好向审讯官

提出，让自己来念的要求，一定要亲自过目，仔细阅读供述调查笔录的内容。 

如果审讯官不同意时，你拥有对供述调查笔录拒绝签字盖章的权利，可以在供述调查笔录

上不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