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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心证原则探究：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的第二个特点是内容充实，结构清晰。
作者在《自由心证原则探究：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中共设有以下八章：第一章“自由心证原则的
历史演进”；第二章“自由心证原则的价值取向”；第三章“自由心证原则之内涵解读”；第四章“
自由心证原则之心证公开理论”；第五章“自由心证原则的保障与制约”；第六章“自由心证原则在
我国的法律实践”；第七章“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思考”；第八章“自由心证原则与
我国司法改革”。
这八章，既包括对自由心证原则基本内容的全面解读，又阐述了如何对该原则在运用中予以保障和制
约，还分析了该原则与我国司法改革的关系以及该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内容十分充
实。
同时，这八章内容的展开，也遵循了从历史到现实、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思维，因而
可以使读者对全书的内容和作者的基本主张一目了然，十分清晰。
　　《自由心证原则探究：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的第三个特点是立论新颖，论述较深入透彻。
作者不但在《自由心证原则探究：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中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和颇有见解的观点
，如自由心证原则具有民主、科学和人性三个方面的价值；应从心证的主体、心证的内容、心证的客
体、心证的依据和心证的尺度等五个方面来解读自由心证原则的内涵；自由心证原则中的“良心”应
特指法官服从法律的良心和公正司法的良心，“理性”应特指法官运用“经验则”和“逻辑律”来评
判证据的理性；等等。
同时，作者对不少问题的论述，如对“自由心证原则的价值取向”、“自由心证原则的保障和制约”
、“自由心证原则与我国司法改革’’等问题的论述，均较深入和透彻，可以使读者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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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和军，男，1976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新邪县，海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海南省省级重点学科海南人学诉讼法学科成员，湘潭大学法学院在渎博士生，生要研究方向：民事诉
讼法学、纠纷处理机制和程序法治理论。
现兼任海口市荚兰区人人法工委委员，曾任兼职律师。
在《法制日报》、《现代法学》等报刊发表法学随笔、论文若干篇。
在法律出版社出版著作2部（《外国民事诉讼制度研究》和《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研究》，均为副生编
与撰稿人），参编民事诉讼法学教材1部，参编其他著作数部。
主持海南省教育厅课题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排名第二）和省、部级课题数项。
参与建没并担任授课任务的海南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学》课程先后被评为海南省精品课程和国家
精品课程；参与完成的教学成果干2005年和2009年连续两次获海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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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谭兵引言一、问题的提出二、原则、制度抑或其他三、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结构第一章 自由心
证原则的历史演进一、自由心证原则历史演进的过程二、自由心证原则历史演进的启示第二章 自由心
证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自由心证原则的民主价值二、自由心证原则的科学价值三、自由心证原则的人
性价值第三章 自由心证原则之内涵解读一、对“自由”的解读二、对“心证”的解读三、自由心证与
自由裁量第四章 自由心证原则之心证公开理论一、心证公开的演变过程二、心证公开的基本条件三、
心证公开的基本内容四、心证公开与阐明权第五章 自由心证原则的保障与制约一、微观视角层面的保
障与制约二、中观视角层面的保障与制约三、宏观视角层面的保障与制约第六章 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
的法律实践一、具有自由心证色彩的我国古代诉讼证据审查判断制度二、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近现代
的法律实践三、我国当代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原则的个案第七章 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思
考一、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必要性二、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可行性三
、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具体设想第八章 自由心证原则与我国司法改革一、保障和推进
司法独立二、提高法官素质三、庭审允许自由旁听四、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力度五、宽容看待“新证
据”：构建“动态新证据观”六、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结语主要参考文献索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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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证人要表达的所有观点、根据和理由；专家证人形成其观点所考虑的数据或其他信息；被用来作
为观点、概要或用来证明观点的所有证物；专家证人的资格证明，包括在前十年内专家证人所有著作
作品清单；为该研究和作证所需支付的补偿；在前四年内该专家证人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或通过庭
外证言为其他案件提供证言的清单。
在专家证言交换之后，当事人如果感到有必要，可以对有关专家证人进行庭外录证。
　　（2）证据补充交换。
　　在进行通常性的证据交换之后，当事人如果得知在一些实质方面所交换的证据或证据信息是不完
全的或者是不正确的，或者需要增加或改正的证据或证据信息在当时并不为当事人所知悉，该当事人
应当进行证据补充交换或修改交换。
证据补充交换或修改交换也适用于专家证言发生变化的情形。
　　（3）证据交换的例外。
　　依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属于保密特权的事项即委托人告知律师的案件情况、夫妻间
的秘密、患者告知医生的情况、牧师在忏悔者忏悔时得知的情况以及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形成和收集
到的情报等，不要求交换。
另外律师为开庭审理而准备的诉讼资料和法律意见，也不在证据交换的范围之列。
　　（3）法国的相关规定。
　　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交换的范围没有限定，其第15条规定：“诸当事人应在有效时间内相
互告知各自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上的理由，各自提出的证据材料以及援用的法律上的理由，以便
各当事人能够组织其防御。
“其第132条第1款又进一步明确规定：“援用某项文件、字据的当事人应将此文件、字据送交诉讼的
其他当事人阅知。
”　　（4）日本的相关规定。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63条前段规定，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为了准备主张或证明所必要的事项，可
以向对方当事人提出书面照会（类似于证据交换函--笔者注），要求其在指定的适当期间内，以书面
作出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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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演进自由心证原则的价值取向，自由心证原则之内涵解读自由心证原则之心
证公开理论，自由心证原则的保障与制约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的法律实践，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
证原则的思考自由心证原刚与我国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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