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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编教材:证据法学》共九章，分为五个板块。
第一板块即前两章为理论篇。
第一章以事实为证据法学的逻辑起点，论述了事实三性即真实性、经验性和可陈述性，证据三性即相
关性、可采性和证明力，事实与证据的关系及证据类型。
第二章考察了证据法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二者之统一决定了证据法具有促进事实真相发现即“求
真”与维护普遍社会价值即“求善”的双重功能。
证据法是以相关性为一条逻辑主线，证明责任和标准为两个证明端口，举证、质证和认证为事实认定
三个阶段，准确、公正、和谐与效率为四大价值支柱，而构成的理论体系。
第二板块即第三章，对证据开示的特征、意义、效力以及刑事与民事诉讼证据开示的区别作了分析。
证据开示是对抗式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
第三板块由第四、五章组成，可称举证姊妹篇，分别论述了展示性证据和言词证据的举证方法。
第四章论述了物证、书证等证据的出示、辨认、鉴真和鉴定。
第五章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和作证特免权作了论述。
证人证言是言词证据的主要形式，以询问和回答的方式提供证言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第四板块是第六章，系统论述了作为证据法典型内容的证据排除规则，包括非法证据、传闻证据、意
见证据、品性证据等排除规则。
第五板块即第七章至第九章为证明和认证篇。
第七章论述了证明责任与标准。
证明责任被称为“诉讼的脊梁”，它是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的责任，又包含着说服责任和不利后果的
承担责任，是权利、义务、责任和后果的统一体。
证明标准既是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也是事实认定者作出裁判所需被说服的程度。
第八章论述了证明主体和对象，法院取证和证据保全，以及质证和认证的方法。
第九章将推定和司法认知作为认证方法分别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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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生，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诉讼法协会会员，国际证据科学协会副主席。
1999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英国肯特大学法学院三个月访问学者；2002年，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一年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佛莱堡大学法学院一个月访问学者；2011年，美国
哈佛大学法学院三个月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主
编），《证据法学》（主编），《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合作主编）。
主要译作：《世界贸易宪法》（合译），《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合译），《证据分析》（
合译）。
主要论文：《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体系》；《推定是
证明过程的中断》，《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证据制度建设是司法改革的首要任
务》等。
 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国际诉讼法协会会员，国际证据科学协会执委。
2002—2003年，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研修学者；2010年9月—2011年6月，美国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11年重塑版）条解》、《刑事证人证言论》、《法律伦理的50
堂课》、《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理论与实践》等。
主要译作：《论律师的流动管理》（合译）、《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2004）》、《证据
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合译）等。
 张中，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硕士研
究生导师。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国际证据科学协会执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
主要著作：《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刑事诉讼关系的社会学分析》、《正当法律程序研究》（合
著）、《证据理论与科学》（合作主编）。
主要译作：《品性证据》。
主要论文：《论科学证据的证明力》、《论经验法则的认识误区与实践困境》、《证据法学哲理化初
论》、《无证据，不事实》等。
 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
导师。
200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于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
2006年“台湾中研院”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特免权制度研究》、《法律的侧面》、《证人制度研究》（合著），《中国刑事名案程
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副主编）。
主要译作：《娃娃屋谋杀案》、《让证据说话》、《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合译）。
参著《简明证据法学》、《证据法学研究》等十佘部，在《中外法学》、《政法论坛》等期刊发表论
文八十余篇。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等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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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范围137 二、证据开示范围及其限制138 三、证据开示的程序启动140 四、证据开示方式143 五、证
据开示的次数146 六、逾期举证及其处理146 七、新证据的问题148 第四章展示性证据的出示 第一节证
据出示156 一、物证的出示157 二、书证的出示160 三、勘验、检查和现场笔录的出示163 四、视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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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案例5—1—01] 在某案件中，律师查阅案件相关证据时，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讯问时所作
的7次笔录与侦查卷中的9张《提押证》对比后发现，仅有2010年8月8日的提押时间与讯问笔录时间相
吻合，其余讯问笔录的取得与《提押证》显示的提押时间有明显出入，或者只有提押记录、没有讯问
笔录。
办案人员没能合理地解释为何出现这么多提押时间与讯问笔录不吻合的情形。
因此律师提出证据取得程序不合法，由于来源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因而不能
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英国是对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录音录像的国家。
英国从1994年开始，要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同步录音。
从1999年开始，进一步要求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同步录像。
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12月发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
定（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07年3月《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
案件质量的意见》第11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或者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供述。
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文字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就讯问犯罪嫌疑人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录音录像制度。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
这不仅是指对每次讯问应当进行全称录音录像，还指对每一次讯问过程都要进行录音录像。
 [案例5—1—02] 在某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自称遭到刑讯逼供，公诉人认为庭前证据交换时，当庭
播放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已经表明，被告人是在未受到胁迫状态下如实交代的，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
形。
但辩护律师认为，该案中有20多份对被告人做的讯问笔录，侦查机关仅提供了其中5份录像，不足以说
明侦查机关未对被告人刑讯逼供。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审查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一般应着重
以下几个方面： 1.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动机。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思想状况很复杂。
有的愿意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有的意图推卸责任，避重就轻；还有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处在矛
盾的状态，既有坦白交代的愿望，又有蒙混过关的幻想。
由于动机不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真实性也就不同。
因此，要认真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动机作出供认和进行辩解的。
即使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供认的情况下，仍然要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认的动机，以及是
否全部真实地交代了罪行。
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主动交代，但避重就轻，意图逃避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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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编教材:证据法学》主要适用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编教材:证据法学》对于法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从事证据法学教学和研
究工作的教师以及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也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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