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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教科书：刑事证据法学》是一部以刑事证据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教科书。
本书以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据规则为基本线索，全面阐述了
刑事证据法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证据制度。
本书既可以作为法学本科生、研究生的证据法学教材，也可以作为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以及其
他法律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刑事证据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分“导论”、“证据”、“司法证明”和“证据规则”四个部分，不仅全面讨论了证据的概
念、理论分类、法定形式、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推定等基本证据法问题，还系统总结了
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瑕疵证据的补正规则、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新法定证
据主义的立法理念、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等前沿性
证据理论问题。
本书遵循“从中国法制经验出发，总结中国法学理论”的学术宗旨，试图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作出理
论上的提炼，以帮助读者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并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未来发展
作出一些理论上的预测和评论。

　　考虑到中国已经有了越来越复杂而专业化的刑事证据规则，而很多规则也与同样取得巨大发展的
民事证据规则渐行渐远，因此，本书没有以一般意义上的《证据法学》命名，而是选取了《刑事证据
法学》这一标题。
但愿这不仅仅意味着教科书名称的变化，而更是对未来的证据法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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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兴趣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司法制度和程序法理学。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政法论坛》、《中外法学》等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独立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代表作主要有：
　　《刑事审判原理论》（1997，2003）；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2000，2005）；
　　《看得见的正义》（2000）；
　　《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2003，2008）；
　　《程序性制裁理论》（2004，2010）；
　　《法律人的思维方式》（2008）；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2008，2010）；
　　《论法学研究方法》（2009）；
　　《比较刑事诉讼法》（2010）；
　　《程序正义理论》（2010）；
　　《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2010）。

　　2004年获得中国法学会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2010年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资格。

　　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少年审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公安部执法监督员，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律师维权委员会顾问。
同时还担任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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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一、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
二、刑事证据法的体系
三、刑事证据法的功能
四、两个理论问题
第二章 刑事证据法的渊源
一、刑事证据法的主要法律渊源
二、2012年《刑事诉讼法》
三、《司法鉴定管理规定》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五、《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六、刑事证据法的渊源与证据法理论
第三章 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一、证据裁判原则
二、实质真实原则
三、无罪推定原则
四、证据合法原则
五、直接和言词原则
六、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七、中国刑事证据法基本原则的体系
第二部分 证据
第四章 证据的概念
一、“证据事实”与“证据载体”
二、“事实说”的缺陷
三、“材料说”的确立
四、证据的定义
第五章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
一、证据转化为定案根据的条件
二、英美法中的可采性与相关性
三、大陆法中的证明力与证据能力
四、对“可采性”与“证据能力”的比较
五、中国法中的证明力与证据能力
六、证明力
七、证据能力
第六章 证据的理论分类
一、证据理论分类概述
二、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
三、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五、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与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第七章 证据的法定形式
一、物证与书证
二、视听资料与电子数据
三、鉴定意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证据法学>>

四、笔录证据
五、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
六、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
第三部分 司法证明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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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譬如说，刑事诉讼中的“取证”主要是由侦查人员来完成的，当然也不排除辩护方进行一
定的调查取证活动。
对于侦查人员的各种“取证”活动，刑事诉讼法会确立详尽的规则，对诸如取证的主体、决定者与实
施者的分权、有关的授权方式、取证的时间和地点、案卷材料的制作以及相应的救济方式等，作出尽
可能完备的法律规制。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将这些“取证”规则确立在证据法之中，而通常将其作为刑事诉讼程
序的一部分来看待。
证据法不可能对侦查人员的“取证”活动进行直接的规制，而只能要求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
事后的司法审查，并将那些不具有证据能力的控方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
由此，证据法对侦查人员的取证活动产生一定的规范作用，并对那些违反法律程序的侦查行为实施有
约束力的程序性制裁措施。
 又比如说，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活动可能还会涉及待证事实、证明责任等司法证明领域中的问题，
确实需要证据法确立具体的规则。
但是，控辩双方的“举证”活动究竟如何展开，这本身并不是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应属于刑事
诉讼法调整的对象。
在“举证”环节上，刑事诉讼法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控方证据究竟是全案提交还是部分提交；辩
护方可否将本方证据提交法院；对于辩护方申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法院究竟如何处置；
对于控辩双方要求查阅对方证据的申请，法院究竟是否允许；遇有控辩双方要求重新鉴定、补充鉴定
的，法院应否同意⋯⋯这些问题都属于非常具体的程序问题，而很少属于证据法所要解决的证据能力
问题。
 再比如说，刑事诉讼中的“质证”活动往往涉及控辩双方对对方的证据提出反驳性意见的问题。
对于那些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法院要给予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机会；对于被告人，法
庭在公诉方进行讯问之后，也要给予辩护律师进行当庭询问的机会；对于当庭出示、播放的物证、书
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以及各类“笔录类证据”，法庭也要给予控辩双方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些
“质证”活动尽管会涉及证据能力的调查过程，但更主要的属于“法庭审判程序”所要规范的对象，
也就是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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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术教科书:刑事证据法学》是陈瑞华教授的第一本教科书。
本教科书的特点在于，以个人独著的形式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在刑事诉讼法领域的研究成果，使教科书
具有了高端学术含量,体现了思想性、前沿性、实践性。
《学术教科书:刑事证据法学》汲取同类教材特别是国外优秀教材的经验和精华，同时具有中国当下的
问题意识，整合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反映刑事诉讼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学术教科书:刑事证据法学》不仅适合法学本科、研究生学习，也非常适合公检法系统和从事刑事领
域工作的律师学习之用。
《学术教科书:刑事证据法学》根据2012年新的《刑事诉讼法》撰写，是市面上最新的刑事证据法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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