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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适用于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司法人员。

　　本书具有四大特点：
　　体系完整　全面叙述了证据法的历史、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对联合国和外国证据法也作适当介
绍。

　　资料新颖　介绍了最近公布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

　　理念主流　并有改革创新之见。

　　联系实际　附有古今中外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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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本书法律文件全称简称对照表
　中国法律文件
　联合国法律文件
第一编　总 论
　第一章　证据法学概述
　　第一节　证据法的性质、渊源和立法模式
 　一、证据法的性质
 　二、证据法的渊源
 　三、证据法的立法模式
 　第二节　证据法学的学科定位及研究对象
 　 一、证据法学的学科定位
 　二、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节　证据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坚持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二、坚持比较借鉴国外与立足我国国情相结合
 　三、坚持证据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
 　四、坚持普通思维与法律思维相结合
　　　【案例】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证据法的重要性
　第二章　证据法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世界证据法的历史沿革
 　一、世界主要国家证据立法概况
 　二、欧洲大陆国家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三、联合国司法准则中有关证据的规定
 　第二节　我国证据法的历史沿革
 　一、古代中国的证据法
 　二、近现代中国的证据法
　　　三、当代中国的证据法
　　　【案例1】“十五贯”冤案——中国古代审案重查明事实真相
　　　【案例2】美国辛普森“杀妻”案——对抗制下的证据法
　第三章　证据法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外国证据法学的历史发展
 　　一、欧洲大陆国家证据法学
 　　二、英美国家证据法学
　　第二节　中国证据法学的历史沿革
 　　一、中国古代证据理论与学说
 　　二、清末证据法学研究
 　　三、民国时期证据法研究
 　　四、新中国证据法学研究
 　【案例1】岳飞冤案——“莫须有”之罪
 　【案例2】中世纪英国和丹麦搜捕和审判巫师案——宗教迷雾中的证据法
　第四章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认识论
 　一、哲学上的认识论
 　二、诉讼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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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第二节　价值论
 　一、公正
 　二、人权
 　三、秩序：
 　四、效率
 　【案例1】李娟诉张昆明债务纠纷案——体现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
 　【案例2】陕西邱兴华杀人案——程序正当性的缺陷
　第五章　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证据裁判原则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产生
 　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　
第二篇　证据论
第三编　证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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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意见证据规则概述（一）意见证据规则概念和内容意见证据，是指某种源于证人
所亲身感知的事实而作的意见、推理或结论。
麦克威对意见证据的解释为：“证人基于直接呈现于其感官上之事实，推论系争事实存在与否，法律
上称之为意见，证人本于上述推论所作的陈述，称之为意见证据。
”意见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一般只能对自己所耳闻目睹的
事实佐证，而不能就这些事实提出意见、推理或结论，也就是说，普通证人不得在陈述自己亲身经历
的事实之外，陈述其意见、推理或结论，这就是意见证据规则。
其基本内容为，证人为证明其所相信的事实而所述之关于事实的意见、推理或结论一般不具有可采性
。
例如，某甲在驾驶过程中见到前方某乙的汽车行驶成s型，就只能如实陈述其所见到的情形，而不能对
法庭推论说：“乙系醉酒驾车”，即使事实极有可能就是如此，但甲的此种推理性意见仍是不可采纳
的。
应当指出，英美法的证人概念与我国有极大区别。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在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提供口头证词的人
，包括普通证人、被害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警察、自愿作证的被告人等等。
而在我国，一般认为证人是专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员，而向
法庭提供专业知识证据的专家有特定的诉讼身份——鉴定人。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证据与证人亲身所感知到的事实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的，塞耶就曾指出：“从某
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证人证言实际上都是意见证据，是从现象和心理印象形成的结论。
”例如证人在进行辨认时认定其所认定的手枪即是作为实施犯罪工具的手枪，这一事实陈述中实际上
也是包含了一定的推理过程的，即基于二者特征的相似性而得到的结论。
因此实践中百分之百地排除所有意见、推理或结论是难以做到的。
（二）意见证据规则的正当化理由采用意见证据规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意见证据不
具有证明价值。
因为假如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并不需要专业的知识即可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则案件裁判者完全可以依据
其自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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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法学》是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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