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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是西北政法大学在本校教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版的一套学术丛书，
希望它能代表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术导向、学术风格和学术水平。
　　西北政法大学来源于中共中央1937年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生于战火，旨在救亡。
毛泽东就在亲自讲学时鼓励学生：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
1949年，由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奉命南迁西安，成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为了给西
北地区新成立的各级人民政权培养干部，它的办学风格自然与本来意义上的大学大异其趣。
再后来院校合并，西北大学法律系并人，形成法学教育的“四院四系”或“五院四系”，“文革”中
停办。
“文革”后恢复，主管由最高人民法院而变为司法部，后变为陕西省；校名由西安政法干校、中央政
法干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最后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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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契约方法论和社会学“场域理论”，对刑事诉讼中体现契约精神的证明制度进行分析和理论
概括，提出并论证了刑事证据场域、刑事证据契约、刑事合意证明模式、取证契约、证据能力契约、
证据方法契约和证明对象契约等重要范畴。
刑事证据契约在一定程度上为证据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并且为实践中的控辩
协商、刑事和解中的合意证明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刑事证据契约对于提升当事人主体地位及其平等性、实现刑事司法正义、提高诉讼效率、推动刑事证
据立法的科学性以及公检法人员以契约精神公正执法都具有重要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证据契约论>>

作者简介

宋志军 河北任丘人。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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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研究传统的原因。
受传统诉讼法学理论研究体例的影响，证据法学长期从属于诉讼法学，近二十年才逐渐取得了独立的
学科地位，导致证据法学自身概念体系的不完善和从属性。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证据法律制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具有独立性和重要性，也会由于证据程序和法
律关系包容在诉讼程序中的表象，导致诉讼法律关系与证据法律关系的谱系被不恰当划定，结果是证
据法律关系被淹没在诉讼法律关系之中。
二是研究方法及思维方式的原因。
主流刑事证据理论将刑事证据与事实（或者信息、根据等）、真实、客观等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对
证据程序中的“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关注度不够或者存在较强的戒备心理，使得法律关系这一带有较
强主观性的范畴在证据理论中没有存在与发展的空间。
易言之，缺乏从宏观上动态把握证据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忽视了证据及其所附带的证明利益所引
起的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忽视人、权力、权利（利益）、地位、力量、资源及其配置等因素在证据场域中的作用，就会导致
不能从关系论的角度去审视证据场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将刑事证据放在场域的视角之下进行考察，使我们能够对传统的诉讼法律关系学说进行反思。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范围，诉讼法学界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面关系说、二面关系说和
三面关系说。
以上三种学说都承认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分歧主要在于司法机关之间
以及诉讼参与人之间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其中，一面关系说和二面关系说都不承认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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