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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出版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本套系列教材已修订多次，其中不少种教材
多次荣获国家教育部、国家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的各类优秀教材奖。
由于其历史长久，积淀雄厚，已经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系统、稳定的教材体系，在法学教育中
，既保持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传承性，又及时吸纳新的科研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与普及。
它已成为国内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一套法学本科教材。
    进入21世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世纪法学教育的发展，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带来的各种新
的法律问题，我们结合近年来法制建设的新发展，吸收国内外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新成果、新经验
，对这套教材再次进行了全面修订。
我们相信重修之规划教材定能对广大师生提供更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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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建林，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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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我国台湾地区证据制度的历史渊源与特征。
清朝末年，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开始引进或移植西方(主要是
德国、日本)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从而对其旧有的制度进行历史性改革。
1906年，清政府制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诉讼法典《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暂缓施行)。
1910年，又制订了《刑事诉讼法律草案》、《民事诉讼法律草案》，但都没有来得及正式颁布实施。
这两部法律草案对以后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诉讼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沿袭或参考这两部法律草案的基础上，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制订颁布了《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与
《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
至今台湾地区仍适用1935年的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只是进行了一些修订与补充。
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诉讼法从起源到现行，都直接受德国、日本的影响，一直采用大陆法系的职权
主义模式，其改革的趋势是吸收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长处，以改进现行的诉讼制度。
因此，在证据制度方面，台湾地区也是典型的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但是现在，受英美法系国家
的影响，对于被告人的自白以及各种证据的采用，也有一些法定的证据规则。
    2．我国台湾地区证据制度的内容。
台湾地区没有单独的证据立法，而是在诉讼立法总则编中设立证据专章。
其证据法则实行自由心证主义和直接审理主义。
台湾地区的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自由心证原则，即法律对于证据证明力之评断，不作条文列举式的规定
，而仅作原则性的提示规定，然后由法院根据其调查和直接、公开的审理及言词辩论程序，从而形成
确信，自由判断认定。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5条第l项规定：“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断”。
当然，自由判断并非任意擅断，或是凭空臆断，而是就法官调查和审理的结果，依据法官的经验、良
知、职责意识作出公正的判断。
自由心证也存在例外情形，对于以下两类情况法官不能够自由判断：①自然科学业已证实的知识，法
官唯有采信，而不能依伦理逻辑和经验法则进行评价，以决定取舍；②被告拒不供述，不可作为对其
不利的证据进行评价。
    为防止法官主观擅断，现在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制订了一些证据规则。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判断证据的规则包括：①所有证据，须经合法调查之
程序，否则不得采为证据，如证人以书状陈述或使人代为到场陈述，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②无证据
力者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如证人个人意见或推测之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③证据不得与事理有违，
即证据不得违背基本的经验法则。
同时，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关联；④证据不得与所要认定的事实不符；⑤以强暴、胁迫、利诱、欺
诈、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当方法所取得被告之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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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证据法学》适时推出修订版本，旨在除借此更正初版教材中的印刷错误、回
应读者对初版教材的改进意见外，更期冀能够及时反映最新的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证据立法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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