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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程序法论丛：专家证据制度比较研究》主要采用判例分析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其法律的主要渊源。
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是通过几百年来一个个判例的积累得以发展和完善的。
通过对典型判例的分析，可以全面了解和把握该制度的变迁及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的产生、演变及内
容。
另外，《刑事程序法论丛：专家证据制度比较研究》的比较分析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英美法系
内部的比较。
尽管从总体上看，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大同小异，但由于受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心理
特征及历史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英、美、澳三国的专家证据制度在具体规定上还是存在不少
差别的，尤其表现在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的规定上。
二是在两大法系之间的比较，即将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与大陆法系国家的鉴定制度，以及我
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有针对性地进行比较和细致地分析，从中发现两大法系在专家证据制度上存在的
共同点及在改革中的共同价值取向，以及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从而开阔我国司法
鉴定制度改革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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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美君，女，1967年11月生，浙江省天台县人，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在杭州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4年9月至2007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其中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
澳大利亚LaTrobe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1997年7月至今，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学术部、编辑部等部门工作。
主要学术成果有：在《法律科学》、《法学家》、《比较法研究》、《证据学论坛》、《法制日报》
、《法学家茶座》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散文六篇、译文三十多万字，获各类科研成
果奖两次，参与编写《施刑范典》、《海外司法改革走向》、《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
《英国刑事审判与检察制度》、《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以及《中国的陪审制度向何处去》等著作，参
加《中外司法体制研究》、《辩诉交易问题研究》、《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检察制度比
较研究》等多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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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程序法论丛：专家证据制度比较研究》在阐述专家证据制度的概念、专家证人的资格、权
利义务及过错责任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及DNA证据问题，全面比较分析了大陆
法系国家的鉴定制度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既阐述了两大证据制度在司法实践运作中的优
缺点及改革发展的共同趋向，又分析了不同法系在制度选择设计上存在重大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为改
革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建议及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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