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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证据法学》内容主要包括证据法学概述、证据法的理论基础、证据制
度的历史沿革、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证据、证明、刑事诉讼证据编、庭前证据的取得、庭前证据开示
制度、法庭证据提交与辩驳、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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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证据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实证的研究方法在表述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时我们已经提到
，与证据取得与运用有关的司法实践同样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实证性的研究就要求我们要以社会调查的方式了解实际情况，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对客观事实和实
际经验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证据法学社会调查的内容应该是丰富而广泛的。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常用的调查方法包括抽样调查法和个案剖析法。
就研究者进行调查活动的形式而言，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的资料，包括各种统计资料和文件、
文书等；也可以直接参加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参加各种学术研讨活动，询问有关的当事人，等等
。
这些调查方式有些较为全面，有的可以采用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式展开。
　　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知识的经验性和现实性，要求客观、准确、翔实，但却不排除带有偶然性、
或然性和模糊性的认识，但脱离实际的证据法学研究是毫无价值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不仅要警惕和克服以往研究中的较多关注理论研究的习惯性做法，更要强调实
证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分析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是在科学研究中用途极为广泛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是各种研究活
动的基础。
具体而言，分析的方法是把证据法学的整体分解为若干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
它常用的方法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的任务是确定事物本质的内部规定性，借助对事物的构成要素及特征属性的分析，来确定事
物的性质；定量分析着眼于确定事物的自身规模、结构等数量的内部规定性，它要求对事物进行量化
考察，从而得出精确的、容易衡量的结果。
　　证据法学作为与哲学相对的一门学科，我们不能遗忘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关于量变和质变
的理论基础。
因此，在证据法学的研究中，这两种分析方法要相互依存、互相支撑，不可顾此失彼。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证据法学研究更为注重定性分析，实务部门也更倾向于定性的科学性，对于定
量研究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所以有必要强调分析研究方法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相互作用和各自的功能，以增强证据法学研究
成果的说服力，为证据法学的发展和证据立法的完善奠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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