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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律师业务指导丛书：民事法律实务疑难问题探析》是2012年由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编写的
大型律师业务指导丛书。
丛书旨在充分发挥北京律协所属61个专业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作用，通过制定业务操作指引、撰写业务
操作指南、推荐业务示范文本、提供典型案例分析，以指导全行业律师业务，提升律师业务水平，增
强律师业务能力，防范律师业务风险，保证律师服务质量，严守律师职业操守。
　　《北京律师业务指导丛书：民事法律实务疑难问题探析》是北京律师展示专业水平、交流业务心
得的开放性平台。
通过本套丛书，在律师业务的众多领域，汇集了北京律师的业务成果，总结了北京律师的执业经验，
反映了北京律师的专业钻研，体现了北京律师的职业精神。
　　《北京律师业务指导丛书：民事法律实务疑难问题探析》的出版，是北京律协业务指导工作的最
新尝试，这将推动律师实务界的业务总结和经验交流，推进法制进步和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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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司法鉴定实行的是鉴定人负责制，而医学会鉴定实行的是鉴定专家组负责制
。
从表面上看，医学会鉴定专家组负责制应更为科学、公正，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
鉴定专家组的集体负责制使得在实践中根本没有人对其鉴定结论负责。
如此情形极大地影响了医学会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并时常受到当事人质疑。
　　三、关于鉴定人签名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提出书面
鉴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29条规定，审判人员对
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1）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
（2）委托鉴定的材料；（3）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4）对鉴定过程的说明；（5）明
确的鉴定结论；（6）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7）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
　　《程序通则》第35条规定：“司法鉴定文书应当由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多人参加司法鉴定，对鉴定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司法鉴定文书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
”在鉴定书上签名并非简单的程序要求，更重要的是表示鉴定人对其鉴定结论负责。
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过程中，《暂行办法》第33条第（5）项亦要求鉴定专家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但该
签名记录并不对外公开或在法庭上出示，仅保存在医学会鉴定档案中，而在对外公开的鉴定书上仅显
示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用印章。
　　对比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与《条例》对鉴定书的形式要件要求，最主要的不同之
处在于，前两者要求所有鉴定结论必须由鉴定人签名，而后者却没有此项规定。
由于《条例》的规定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相冲突，故而经常受到人们的抨
击。
《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大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其法律效力高于由国
务院发布的《条例》。
《证据规则》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颁布实施的司法解释，对法院审理案件具有约束力。
如果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没有参加鉴定的专家签名，根据《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
》的规定，该鉴定书因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而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法庭认定事实的依据。
然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尽管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书没有鉴定专家的签名，但是法庭却很少因此而
不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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