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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是司法正义的基础，没有证据的司法，其正义性、公平性很难得到保障。
要使我国司法实现正义与公平，必须夯实司法正义与公平的基础－－证据法!这也是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建立民主法治型社会的基础。
    证据法，简而言之，就是以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法律，其内容无非是证据与证明两大块，它们之间
的关系即是，证据是证明的基础与手段，证明是证据的必然结果与要求。
这些内容，第一，不属于任何一部诉讼法，但是在三大诉讼中能够普遍适用。
第二，它与程序法有联系，却并非程序法的内容，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点类似于实体法规范的规范
。
法官和当事人把它当做实体法规范直接引用。
第三，从立法技术上讲，对于证据法规则，任何一部诉讼法都不能把它全部也括进去。
所以，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关系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证据具有公开，洼，决定证据行为必须公开透明，
在诉讼环节中，如公安等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职权活动具有闭合性，它不符合证据法的木质，故
应属于刑事诉讼法调整。
    再一方面，诉讼法它木身具有程序的不可回转性，即某一程序过去了，就不能重新再来，如公安机
关已经将某一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理起诉，不能再行立案侦查;一审法院将案件审判终结，不能再决
定重新审理一次。
而证据法它木身却具有可回转性，如检察院即使将案件向法院起诉，它仍然可以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甚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法庭调查程序或辩论程序己经结束，也可以依职权决定重开法庭调查或法庭
辩论。
由此，紧紧抓住闭合性(非公开性)、不可回转性来区别诉讼法与证据法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清楚明白
。
特别是将诉讼法与证据法的内容区别开来，证据法能够单独制定。
    将诉讼法与证据法二者的关系区分开以后，即是证据法的立法模式问题。
关于证据法立法模式，是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补充完善证据法的内容的方式进行证据立法，还是制
定统一的刑事、民事(含行政)证据法，抑或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刑事证据法、行政证据法，学者
间也有争议。
这三种立法模式在两大法系国家都有不同的立法例可资参考。
但是考虑到，第一，诉讼法和证据法的规范是可以区分的，这就为单独制定证据法提供了规范依据。
第二，如果各证据法单独立法，如何处理三大证据法中的共同性问题，如证据方法、证据调查法则、
证据评价法则等共同内容?单独制定一部民事证据法后，是不是叉要单独制定刑事证据法、行政证据
法?这样制定是否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完整统一?单独制定后，是不是便利于司法操作?比如，一个刑事附
带民事案件，要用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两套规则来处理，对当事人和法官而言都是痛苦的事，这
样根木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的操作。
所以，从长远看，应当制定统一的证据法。
    “中国证据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课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从该项目的立项
、报批到项目的进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做
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这些工作是该项目得以报批及顺利完成所必需的。
该项目由中国诉讼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伟主持。
在江伟教授的主持下，根据研究计划，课题组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是课题组调查收集了全国有关高级
人民法院陆续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问题若干规定意见"等资料，对其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专门的调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公布实施以后，课题组对该规则本身的内容进行了专
门研究，肯定了有利的一面，对其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井在草拟证据法草稿时做到可取可去
。
    二是课题组积极搜集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证据法立法例，对之进行专门的研究分析，着重关注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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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的证据文化背景，这些证据法制度对世界各国证据法的影响，以及我国对之吸收或引进的可能
性，做到洋为中用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同时，对我国传统证据文化底蕴进行分析研究，以决定我
国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法。
    三是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专人对证据法的一些主要内容进行研究论证，并对司法裁判中适
用证据法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个案剖析，了解我国证据法制度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程度、需要解
决的问题以及一些成功经验。
    四是在此基础上，组织专门的人员，草拟证据法草稿，组织专家对之进行专门的讨论与修改，并与
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实际部门的人士进行密切配合，分别听取他们各自对课题组草拟出的证
据法草稿的内容、体系、编章结构等内容的看法与意见。
通过数次研讨会，对一些基本的证据法制度问题达成了共识，对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或争议较大的一
些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并以之为本，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写出《中国证据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
    与此同时，课题组从一开始，就组织部分国内证据法学者，对证据法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以期为草拟中国证据法提供理论依据，这些专门性问题研究句括:民法与证据法的交错，证据能力与
证据方法研究，电子证据研究，专家证人制度研究，证人陈述真实性担保法则研究，书证问题研究，
证明负担原理与法则研究，推定法则研究，自认法则研究，证据法理论与实证分析，以及对世界上影
响比较大的《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2003)》进行译评和比较研究，等等。
其中，对一些专门性问题研究比较成熟的，以"中国证据立法前瞻性问题研究丛书"的形式，集结出版
。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成呆的发表与出版，不仅对我国的证据立法提供强大的理论文持，而且也为我国
的证据法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全民证据意识与证据思维逻辑的培养，特别是为正义与公平在我国司
法裁判中的实现，能够奠定一个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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