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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举证责任》一书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立场出发，紧密结合我国司法实际．综合运用多种学术方法(历
史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和辩证方法)，在批判地借鉴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举证责
任的&ldquo;两重性&rdquo;观点，即&ldquo;非转移性和败诉风险性&rdquo;是举证责任这一事物的两个
基本性质，缺一不可。
 以此为基本点，作者重新深入分析了古今中外有影响的举证责任诸学说，重新解释和设定了举证责任
的分配标准；提出了&ldquo;在特殊的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可以被分割&rdquo;的观点等。
显著地填补了我国举证责任基础理论的空白，拨开了司法实践中的重重迷雾。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举证责任>>

书籍目录

内容简介第二版序言第一版序言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历史演变 一、罗马法上的举
证责任分配原则 二、中世纪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三、消极事实说 四、推定事实说 五、基础事实说 六
、法律要件分类说(罗森伯格的规范说) 七、普维庭的修正规范说 八、兼子一和竹下守夫的举证责任观
点 九、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说 十、修正后的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说 十一、英美证据法上的举证责任
分层学说 十二、结论第三章 举证责任的概念和性质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和意义　二、举证责任的
法律性质　三、举证责任与举证责任分配的区别第四章 举证责任的不可转移性　一、引言　二
、&ldquo;举证责任转换理论&rdquo;的内在矛盾及产生根源　三、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之间的区
别　四、举证责任倒置与&ldquo;举证责任转换&rdquo;的区别　五、结论第五章 我国举证责任概念的
模糊性问题　一、三种假设所引出的问题　二、概念模糊的理论根源：法律要件分类说　三、举证责
任概念不清晰导致的种种错误实践　四、结论与建议第六章 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下举证责任概念的模糊
性第七章 本证与反证的概念问题　一、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ldquo;反证&rdquo;的观点与争论　
二、从举证责任分层理论来看&ldquo;本证&rdquo;和&ldquo;反证&rdquo;第八章 举证责任与法律真实
理论　一、问题的根源　二、事实真实的定义和特征　三、法律真实的定义和特征　四、事实真实与
法律真实的关系　五、举证责任与法律真实理论的关系第九章　举证时限问题第十章　举证责任与既
判力第十一章　推定对举责任分担的影响第十二章　英美证明责任分层理论与我国证明责任概念第十
三章　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第十四章　举证责任的倒置与分割第十五章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构成要
素与适用第十六章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发展模式第十七章　总的结论附录一：举证责任案例分析附
录二：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三：图示索引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举证责任>>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国刑法也规定了类似的情况。
例如在非法所得罪中，被告应当对其财产来源承担证明责任，公诉人对此不承担举证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证明责任倒置不等于证明责任的转换，它是随着案件性质的确定而对证明责任的正确
分配。
最后，关于举证责任倒置之后所出现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笔者将在第十四章“举证责任的倒置与分割
”中作出详细分析，这里就不多讲了。
六、证明责任分层理论与证明责任主体的识别笔者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曾经指出，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上
，有的学者除了将检察机关识别为证明责任主体（这是正确的——笔者注）之外，还将公安机关和法
院作为“证明责任的主体”。
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刑事诉讼中讨论证明责任问题，首先应当把它与“诉”结合起来，要在诉的结构中考察它。
否则，脱离了这个原则或框架，有时难得要领。
从刑事诉讼结构来看，控诉方和被告人分别处于对立的双方，法院居中作出公正的裁判。
由此出发，假设审判机关和侦查机关都承担证明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们不履行此责任，其后果是什么呢？
例如，当侦查机关没有履行好证明责任，那么它要承担败诉的直接后果吗？
显然不是。
因为它不是诉的一方，与败诉的后果无直接关系。
如果把侦查机关换成法院，在上述情况下，法院也不承担败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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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举证责任》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五章，包括“我国举证责任概念的模糊性。
“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下举证责任概念的模糊性”、“本证与反证的概念问题”、“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的构成要素与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发展模式”。
还增加了大量的案例分析。
对于纠正错误的认识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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