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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证据问题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它虽然属于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则，但是与诉讼的实体问题直接相关
，对于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与提高审判效率意义重大。
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证据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
可以说，证明活动已经成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环节。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制度，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一些具体制度的应用性和
实践性很强，需要有完善的立法和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加以规范。
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证据法律制度深受苏联证据立法的影响，无论是与大陆法系国家，还是与英美法
系国家的民事证据法律制度之间都存在较大差异，并且法律法规对民事证据的规定内容较少，缺乏具
体的操作性规则。
因此，针对民事审判工作中在证据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长期以来都是采用司法解释的做法，对
民事诉讼规则作出补充规定，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近年来，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于民事证据的立法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经过几次全国
性的民事证据立法研讨会的探讨和争论后，认为有必要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
共识。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在总结我国多年来民事
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借鉴国外民事证据立法的先进学说和规定，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
民事证据运用规则作出的比较完善的司法解释。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与实施，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
为我国民事证据的立法模式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于制定我国民事证据法和实现民事审判活动中的司
法公正与提高审判效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促进作用。
因此，本书在有关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若干章节中，着重体现了该规定中的具体制度和规范，并据此
展开论述。
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以及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和突破，必将带动和促进理论
界对于民事证据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并将现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归纳总结。
民事证据法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亚学科体系，其理论的系统化、内容的丰富性以及相关制度的具体
化，对于民事诉讼法学的完善和发展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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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证据法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
也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民事证据法学》通过对国内外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的分析研究，在全面阐述民事证据理论的基
础上，结合民事审判实践中民事证据的特点及运用，以我国民事实体法、民事程序法及司法解释为依
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较为系统地对民事证据法学的原理、内容、学术观点和民事证据在程
序中的运用，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民事证据法学》为适应法学教育的发展和需要而编写，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教材，
也能为司法实践部门的民事审判活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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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视听资料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故而在诉讼中必然被广泛的采用，特别
是由于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的推广运用，音像资料和电子证据逐渐成为某些案件的必要证据，有些情
况下，在无法取得和举出电子数据的情况下，诉讼就无法正常进行。
另外，由于视听资料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使得其在诉讼中具有较为特殊的证明力。
一、视听资料所记录的信息客观、准确、可靠视听资料所记录的信息，通常都是案件发生的实际情况
，比较客观、准确、可靠，在诉讼中运用这类资料，可以提供准确的信息，使案情事实迅速得到证明
。
其中某些视听资料，有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视听资料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直观、形象、具体大多数证据是以语言、手势、文字的方式再现
、保存在人意识中和记忆中的案件事实的信息，因而这种信息反映方式，不能给人以直观感觉和形象
反映。
视听资料通过运用一系列高科技手段，再现与案件有关的形象和声迹，可以使人对其产生直观感觉。
例如，关于事情经过的录像，能够准确反映事情发生的经过、当事人当时的动作、声音和说过的话，
能够把案件的实际情况直观、具体地在再现在人们面前。
三、视听资料的证明过程简单视听资料是将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记录下的有关案件事实的原始材料
，再以最先进的科技设备如录音机、录像机、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各种高科技设备等装置，把对案件
事实的记载与反映进行重现，其间无须通过任何其他中间程序，因而证明过程简便。
同其他传统的各种证据相比，它在记录、储存和反映案件事实过程中，受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
影响而失真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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