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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证据及其相关制度，是诉讼法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涌现了大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证据问题的重要性，与司法公正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过程，本质上由取证、
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活动构成，从诉讼的开始，到裁判的作出，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
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冤假错案的产生，多数情况下归因于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采信中存在偏
差。
因此，开展证据法学研究，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在诉讼法学界，关于证据及其制度相关问题的争论颇多。
如：什么是证据？
证据具有何种本质属性？
如何评价自由心证制度？
证人应否具有特免权？
鉴定机构应否中立？
证明责任由谁负担？
如何理解证明标准？
等等，都存在分歧。
传统教科书与现代教科书不一，现代教科书之间也存在差异。
这种状况的存在，实质上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人们对证据法学科学性的认识。
为此，我们组织了全国部分法学院、系在证据法学领域的中青年教师力量，编写该教材，力图做到知
识精准，内容前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本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从事证据法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人员共同编写，由陈卫东和
谢佑平教授统稿，可供各高校法学本科教学使用。
本教材作者编写分工如下（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章。
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第二章、第十七章。
谢佑平（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章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第四章、第五章。
洪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第六章。
李建明（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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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四编二十二章。
第一编为绪论，主要概述了证据法学的学科体系、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以及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
第二编为证据论，主要介绍了证据的基础性知识，包括证据的概念、特征、功能、意义、证据能力和
证明力，以及证据规则的体系和内容，并按照法定的证据分类形式，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
、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各种类型证据的特征及其运用规则作了介绍。
第三编为证明论，主要介绍了证明制度、司法认知与推定、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基本理
论与制度。
第四编为应用论，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取证制度、举证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进行了系
统阐述。
本书整合了我国主要法学院、系在证据法学领域优秀中青年教师的最新教学和科研成果，具有知识精
准、内容前沿、信息丰富、结构合理、逻辑严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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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卫东，男，1960 年7 月出生，山东蓬莱人，法学博士。
1979 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 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
诉讼法学研究生，1986 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与律师
制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7 年晋升为教授，1999 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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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与证据取得和证据运用有关的法律规范证据法是指与诉讼中关于证据取得与证据运用有关的法律
规范。
从广义上说，证据法包括诉讼证据法和非诉讼证据法。
前者又包括民事诉讼证据法、刑事诉讼证据法、行政诉讼证据法；后者包括仲裁证据法和公证证据法
等。
但由于证据在各种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最为广泛，也最具有代表I生，同时，各种证据规则大多产生于诉
讼制度的发展进程之中，所以一般所说的证据法仅指诉讼证据法，而不包括非诉讼证据法。
本书所研究的亦是这种意义上的证据法。
证据法律规范，就实体与程序而言，既应包括实体法规范，也应包括程序法规范。
证据法在法学中具有何种性质，在学界尚存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证据形成于
案件过程，取得于诉讼过程，这种情况决定了证据法既具有实体法意义，又具有程序法意义。
从发现证据的过程看，证据法接近于程序法，但从证据的效力看，其作用又在于确认实体权利关系，
因为证据的作用主要在于确定案件事实，而案件事实是个实体法问题，所以，证据法又具有实体法的
色彩。
实际上，证据法既不属于实体法，也不属于程序法，它具有独立的性质。
这种意见认为，证据法问题，既涉及实体法，又涉及程序法，因而具有特殊的双重属性，应独立于实
体法和程序法之外，成为一种特殊的形式来加以研究。
这种观点看到了证据法的程序与实体兼具的特点，有其合理之处，但从证据法的内容来看，更多的是
程序规则。
第二种意见认为，证据法系程序法。
此说为通说。
其主要理由是：（1）证据法主要是涉及对案情的认定，即从审判上确认法律事实的规则①。
证据法律规范，就涉及的诉讼阶段而言，既包括庭审前阶段有关证据取得的法律规范，也包括庭审阶
段有关证据运用的法律规范。
在庭审前阶段，证据法律规范主要围绕证据取得问题--谁有权（力／利）以何种方法从何处取得何种
证据？
在此主题的涵盖下，囊括了有关物证、书证、人证等证据种类，及各种证据的收集与呈现方式，如搜
查、扣押、鉴定、勘验、检查、辨认、询问、讯问等的规定。
在庭审阶段，证据法律规范主要围绕有关证据运用问题--谁有责任证明何种事实至何种程度？
在此主题的涵盖下，囊括了有关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严格证明、自由证明、推定、司法
认知等的规定。
而严格证明又涉及证据能力概念（即可采性+庭审调查程序），证明标准又与证明力概念紧密相连，
与这些重要概念相应的规范也正逐步发展完善。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证据法律大体都可以分作两大块，分别规范两阶段。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两阶段的法律发展并不平衡。
大致而言，传统上，大陆法系的证据法律主要包含在诉讼法中，更重视庭审前阶段；传统上，英美法
系的证据法律多独立存在，更重视庭审阶段。
近代以来，大陆法系的证据法律对庭审阶段日趋重视，其中尤以德国为代表；英美法系对庭审前阶段
的重视也悄然兴起，英国有多部侦查与证据法即为突出例证。
由于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影响，我国有关诉讼证据法律的内容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
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证据有关的司法解释当中。
二、与证据取得和证据运用有关的立法、司法实践对目前中国而言，研究证据法，万万不可忽视有关
证据立法的研究。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历史上证据法非常不发达，迄今为止的法制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固有法律中证据法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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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偶尔有，也仅只言片语，远远谈不上严谨、系统、完善；建国后引进的前苏联法律，因过分重视
政治成分，忽视科学成分，也没能提供多少证据法的科学传统，因为没有多少证据立法的传统经验可
以借鉴，我们要更为重视别国的立法经验。
其次，因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等原因，各国证据法律差别极大；晚近以来，虽有互相学习的趋势，但
从整体框架到细微规则均有重大差别，且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我国如欲建立一些既能满足当前需要又能适应未来变迁的证据法律，不可不斟酌别国立法经验之优劣
以资借鉴。
遵循一定的法律规范取得证据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从来都是中外诉讼中的重要实践活动。
美国一位著名的大法官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其立论并非否定法律在逻辑上的特性，而是突出强调了经验对于法律的重要性，这种经验的源自司
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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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博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精品教材的品牌标志。
“博学·法学系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
东政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高校的著名法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由上述高校及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夏门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
东大学、南昌大学、湘潭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大学等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选派的资深教授
、副教授联袂参编，作者权威，阵容强大。
在内容和体例上，既注重保留传统教材的精华，又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一套面向21世纪、反映我
国当今法学教育最新状况的高品质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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