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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任务。
诉讼证明的具体方式，即采纳什么样的证据、遵循什么样的证据调查程序，则直接决定着诉讼证明过
程及结果的公正与否。
可以说，严格规制刑事诉讼证明的方式，是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必然要求。
而具体如何规制刑事诉讼的证明方式，是否有必要对所有事项的证明方式予以严格规制，都是亟待我
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罗海敏博士的著作《刑事诉讼严格证明探究》，以刑事诉讼证明方式为主题，对存在于德国、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并重点关注其中的严格证明问
题，力图从中汲取可以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制度有所裨益的经验。
该著作是国内最早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角度对诉讼证明方式予以系统研究的成果之一。
该著作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一，梳理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概念。
认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是从行为意义上对证明所作的划分；而狭义的证明与释明则是从结果意义上
对证明进行的划分。
证明标准并不是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划分的依据。
这些概念的梳理与辨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诉讼证明相关理论，也使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论述建
立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范畴中。
　　第二，提出严格证明概念虽然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但其中蕴含
的严格限定刑事诉讼证明方式的理念却是两大法系在诉讼证明规制方面普适的做法。
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作者将两大法系有关证据资格、证据调查程序等方面的规则统一置于严格证明
这一概念范畴下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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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是主要存在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重要诉讼证明理论。
单就严格证明而言，所蕴涵的从证据资格和证据调查程序两方面对法官形成自由心证的诉讼证明过程
予以必要规范与限制的理念，则是两大法系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趋向，也深度契合我国进一步改革
、完善刑事诉讼证明制度的现实需要。
作者试图在全面梳理与阐释严格证明理念的基础上，以严格证明的标准与要求来评估、衡量我国刑事
诉讼证明方式的现实状况与存在问题，以此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思路与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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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刑事诉讼证明的特征　　诉讼证明作为社会证明的一种类型，与一般的社会证明在认识基
础和判断逻辑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不过，由于诉讼证明所具有的法律属性，导致它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社会证明乃至自然证明
的鲜明特征。
　　第一，诉讼证明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诉讼证明是一种回溯性的证明活动，证明的对象往往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
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不能重现，不可能通过科学试验的方式予以证明，而只能借助特定的机关或诉讼
参与人运用证据进行推理、判断的方式予以认定；认定的事项真实与否，也不可能通过科学试验的方
式进行检验，而只能通过对诉讼证明机制的具体设置来提供保证。
　　第二，诉讼证明的根据是诉讼证据。
如上文所述，案件事实通常是发生在过去的、无法再现的事实，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无法亲眼目睹
其发生的状况。
为避免主观臆断，法官必须借助与案件事实有客观联系的证据材料来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和认定。
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证据裁判原则的必然要求。
也就是说，在诉讼证明中，只能依据证据来作出裁判。
不过，由于诉讼证明存在着不同角色之间利益的角逐，存在诸多可能导致证据材料虚假的因素，而裁
判者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判断的局限性，诉讼证明过程往往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第三，诉讼证明的过程要受到证明程序和证明规则的制约。
正因为证据在诉讼中重要地位以及诉讼证明过程的复杂性，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诉讼证明过程和结果
的公正性，就需要通过法律对证据运用程序也就是诉讼证明的方式予以严格规范和要求。
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证明的依据、程序、手段等都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预先规定。
因此，与一般社会证明相比，诉讼证明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方式受到更多的束缚，这就加大了诉讼证明
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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