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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这一论断不仅已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而且也
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依靠法治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例证，可以说
俯拾即是。
而翻开古今中外东西各民族的历史，完全摒弃法律制度而能够保持国家昌隆、社会繁荣进步的例子，
却是绝难寻觅。
盖凶在摆脱了原始和蒙昧以后，人类社会开始以一种“重力加速度”飞速发展，人的心智日渐开放，
人们的利益和追求也日益多元化。
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而在建立和维持一定秩序的各种可选择方案（暴力的、伦理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中，制定一套法律
制度，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实施、推行，无疑是一种最为简捷明快、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为人类重要精神成果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嬗变演进
，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逐渐成为维持一定社会秩序、支撑社会架构的重要支柱。
17世纪以后，数次发生的二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特别是20世纪中叶发生的电子信息革命，给人类社会
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直接改变了讯息交换的规模和速度，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思维方式，使人类生活进入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全新境界。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道德等维系社会人心的传统方式，在新的形势面前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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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证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普通的物品或痕迹最终发展为物证，不仅要历经众多法律程
序，而且往往还需要物证技术的介入。
本书即以物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技术和法律两个维度入手，探讨了普通物品或痕迹转型为物证以
及物证鉴定结论时，所面临的各种技术和法律问题。
本书第1、2章探讨了物证和物证技术的基本概念、特点及作用。
第3、4章引进并评价了对断离体物证及其鉴定有深刻影响的物质可分性原理，对已有90年历史并一直
指导着我们发现、提取物证的物质交换原理进{亍了再思考，并讨论了同一认定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对实
务的指导意义。
第5章提出，在发现、收集、保管物证时，应从技术和法律两方面关注物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合法
性。
第6章简要介绍了物证鉴定的概念、种类和基本程。
序，着重分析了现行法律规定在物证鉴定启动方面的得失、成败，以及如何确保物证鉴定的技术．性
和中立性。
第7章论述了物证鉴定的质量干预问题，以期通过一定路径和措施确保诉讼中的物证鉴定结论真实、
可靠。
第8章就物证及其鉴定结论接受质证、认证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充分考虑物证及其鉴定结论特点
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诉讼程序还应进一步改革、完善，否则将不利于物证及其鉴定结论的质证、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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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质证和认证的必要性8.2 物证及其鉴定结论的质证8.3 物证及其鉴定结论的认证附录：专家证人小贴
士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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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物证能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线索和依据查明案件事实是正确、公正处理涉诉案件的前提。
但因案件事实已成为过去，办案人员不可能亲历之，故所谓的查明案件事实从实质上看是“回溯”或
“重建”事实。
受认识能力、诉讼资源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回溯”或“重建”只能依据案件事实发生时产生或形成
的各种证据来进行，而不可能漫无目标、信马由缰。
换言之，案件事实的“回溯”或“重建”必须受益于一定的线索或提示、依仗于相关的证据。
而物证往往便是办案人员赖以得到“灵感”的线索并据以完成回溯或重建工作的重要依据。
这一点，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某事件是否是刑事案件，某刑事案件是仇杀、情杀还是劫财
，某刑事案件应从何处人手侦查，某刑事案件的作恶者应有哪些个人特征，某刑事案件的作案地点、
作案工具、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作案人数又如何，等等，诸如此类需要重建的事实，通常能从诸如
火灾现场发现的死尸之肺脏内的焦炭、被盗财会室门锁锁芯上的丁具痕迹、死者体内检出的氰化物、
现场的足迹或指纹、涉案文书的笔迹或书面语言特征、现场的血痕或精斑等物证中获得线索或得到证
实。
2.物证能成为验证案件中其他证据真实可靠与否的有效手段相对于以言辞为表现形式的证人证言、当
事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而言，物证是一种客观存在，其真实可靠性要么可凭借人的感官
直接加以验证，要么可用技术含量较高的科学方法或手段予以明示，因此，物证通常不会“说谎”。
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等言辞证据却可
能有虚假的成分存在，尽管严格遵循直接言词原则并确保质证活动实质、公正地进行可以去伪存真，
尽管目前国内外均在尝试着用“测谎仪”揭露这些言辞证据中的虚假内容，但凶前者的实施有赖于一
个良性的司法环境、后者的可靠性却尚有争议，故以物证来验证案件中其他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应是一
个切实可行的做法。
大量中外司法实践也证明，物证在这一方面发挥着非凡的作用。
例如：被盗房屋由屋里至屋外被击碎的窗玻璃表明被盗者的报案陈述有假；屋中间死者身边抹布里含
有的与闪手鞋底相同但只在人口处出现过、在死者周围却没有的砂土颗粒表明凶手的供述——死者自
己在死之前即将身边的砂土用抹布擦拭干净了——是真实的；经公证封存的白酒经鉴定为假酒表明原
告的陈述——其向被告提供的该酒质量绝对可靠——是虚假的。
但是，切不可机械地理解物证的这一验证作用。
将物证绝对视为真实可靠、不需加以质证、认证的东西必将引发错案，只有当物证经查证属实无误之
后，才能发挥其验证同案其他证据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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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五年前，在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前夕，我顺利通过了
博士论文的答辩。
其实，从那时起，便思考着要将博士论文转变为专著，因答辩前评阅专家周惠博教授、王彦吉教授、
何家弘教授、王新清教授、甄贞教授，以及答辩委委员程荣斌教授、崔敏教授、王敏远研究员、王新
清教授、甄贞教授在充分肯定了论文成绩的基础上，均中肯地提出了一些问题及意见。
这些问题和意见虽在答辩时由我作出了一定回答，但我深知仅此远远不够，需要借专著给以更深入的
探讨。
只是无论如何，我未曾想到，博士论文的修改也即专著的诞生会如此漫长。
虽然我的博士导师陈卫东先生就此只是偶尔旁敲侧击，虽然何家弘教授也以工作繁忙、家务较重为我
做了开托，但我知道，专著迟迟不能付梓，更王要还是因为我懒惰、怕吃苦和能力的阙如。
懒惰反映在思想上，就是不愿思考、不愿深入探究相关的学术问题；怕吃苦反映在行动中，则是很少
因为论文的写作和修改去熬夜、去苦撑；能力的阙如，则集中表现在学术基础的单薄和看问题的单一
、片面、肤浅上，突出表现在希冀事业发展顺畅、家庭和美安逸的二者兼得却又偏偏顾此失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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