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

13位ISBN编号：9787302193456

10位ISBN编号：7302193452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麦永浩　等主编

页数：3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

前言

计算机取证或计算机法医学（computer forensics）是研究如何对计算机犯罪的证据进行获取、保存、
分析和出示的法律规范和科学技术。
计算机司法鉴定，是指在涉及计算机的诉讼活动中，计算机司法鉴定人运用计算机科学技术或者专门
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计算机鉴定意见的活动。
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既是一个法学问题，又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和技术问题；既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司法实务问题。
计算机证据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证据，已经被誉为信息社会的“证据之王”，对此类证据的法律界定在
世界各国都尚无定论，但是可以通过计算机取证寻找案件线索，可以通过计算机司法鉴定将计算机证
据转化为法定证据，从而在法庭上胜诉定案。
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是计算机犯罪审判和量刑关键依据，由于计算机证据具有易修改性、实时性、
设备依赖性，又具有可以精确重复性等高科技特性，因此必须将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的特殊性和一
般性相结合，研究计算机现场勘查、获取、保全、运用、审查和确认的各环节，以保证计算机证据的
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本书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角度研究了计算机证据的收集分析技术，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计算机证据的
法律性质、类型、效力以及取证规则。
计算机犯罪是21世纪破坏性最大的一类犯罪，要打击和遏制这种犯罪，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承担着
不可取代的作用，这是法学与计算机科学紧密结合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是当前或不远
的将来，我国信息网络安全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具有强烈的社会需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特
点。
因此，对于计算机学院和法学院的本科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课程是颇有意义的
。
本书从各种论文、书刊、期刊和互联网中引用了大量资料，有的在参考文献中列出，有的无法查证。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使本书得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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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的国内外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分析了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的证
据效力和法律地位，指出了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的特点和业务类型，阐述了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
的原则和过程模型，论述了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的实施过程，介绍了常用的几种计算机取证与司法
鉴定设备和分析工具，讨论了Windows和UNIX／LAnux系统的计算机取证和司法鉴定，探讨了网络取
证与司法鉴定、木马取证与司法鉴定和手机取证与司法鉴定。
最后，本书介绍了笔者亲自主持的几个典型案例。
    本书通俗易懂，注重可操作性和实用性，通过对典型实例进行分析，使读者能够举一反三。
本书适用于计算机学院和法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以作为培训教材；对于法学理论研究者、司
法和执法工作者、律师、司法鉴定人和IT行业人士，也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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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概论计算机犯罪是目前破坏性最大的一类犯罪，要打击和遏制这种犯罪
，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承担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这是法学与计算机科学紧密结合的边缘学科、交叉
学科和新兴学科，是当前或不远的将来，我国信息网络安全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和创新特点。
由于电子取证、计算机取证和司法鉴定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本书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有时并不
区分它们。
1.1 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1.1.1 计算机取证计算机取证，目前还没有权威组织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
很多的专业人士和机构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计算机取证的定义。
JuddRobbins是计算机取证方面的一位著名的专家和资深人士，他对计算机取证的定义如下：“计算机
取证不过是将计算机调查和分析技术应用于对潜在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的确定与获取”。
计算机紧急事件响应和取证咨询公司NewTechnologies进一步扩展了该定义：“计算机取证是对计算机
证据的保护、确认、提取和归档的过程”。
取证专家ReithClintMark认为计算机取证可以是“从计算机中收集和发现证据的技术和工具”。
笔者认为计算机取证或计算机法医学（computerf（）rensics）是研究如何对计算机犯罪的证据进行获
取、保存、分析和出示的法律规范和科学技术。
此外，还有数字取证（digitalforensics）和电子取证（electronicforensics），这与计算机取证是有所区别
的：计算机取证的主体对象是计算机系统内与案件有关的数据信息，数字取证的主体对象是存在于各
种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系统中与案件有关的数字化数据信息，而电子取证的主体对象是指电子化存储的
、能反映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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