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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司法考试攻略5: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攻略(第3版)》的目标是实现知识体系的全面系统、重点
突出和讲练合一，每一个考点都有例证，每一个考点都高度提炼，每一个考点都无遗漏！
一书在手，别无所求！
每一章之初，以考点和考查年限为线索，准确归纳出每一个考点的考查次数和对应法条，高频和重要
考点一目了然，便利考生在学习之前掌握方向，成就学习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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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2）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3）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4）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5）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
证言。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比较是“一般”性的，而不是一种绝对的比较。
缺少“一般”两个字，这种比较就是错误的。
由于证据分类有不同的标准，因此同一个证据按照不同的标准可能属于不同的证据种类，如果把以上
内容绝对化，矛盾就产生了。
 【例35】病人小王因伤住院，不久却将医院告上法庭。
小王称在住院期间被院内精神病人用拐杖打伤左腿，小王向法院提交了拐杖的照片。
而医院则拿出小王的住院病历原件，上面记录着小王就是因为左腿受伤才住院。
请问：法官应如何认定两份证据的证明力？
 矛盾产生了：拐杖的照片既是物证，也是传来证据；病历原件既是书证，也是原始证据。
根据物证大于书证的规定，拐杖照片的证明力大于病历；根据原始证据大于传来证据的规定，病历的
证明力大于拐杖照片。
笔者刁钻举例，并非意在批驳司法解释的功能，而在于强调，最佳证据规则解决的是证明力的相互比
较问题，它一定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不是绝对的。
 1.甲路过乙家门口，被乙叠放在门口的砖头砸伤，甲起诉要求乙赔偿。
关于本案的证明责任分配，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
（12年·卷三·37题） A.乙叠放砖头倒塌的事实，由原告甲承担证明责任 B.甲受损害的事实，由原告
甲承担证明责任 C.甲所受损害是由于乙叠放砖头倒塌砸伤的事实，由原告甲承担证明责任 D.乙有主观
过错的事实，由原告甲承担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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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司法考试攻略5: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攻略(第3版)》对每一个考点，以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
准确分析和提炼命题方向，总结考点，不讲废话。
并在考点之下的重要题眼上用标识标出，对重要知识点实现二次提炼，减少考生的自我归纳和总结，
便利考点的高效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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