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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
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检察权。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表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
审判权、检察权的重要方面。
只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继续深入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扎实贯彻，才能促进民主法制建设不断适应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有效地实现
社会和谐。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包括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在内的司法权和司法
行政权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并促进司法公正的基础制度平台。
科学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保障法律正确适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
会公平和正义的关键，更是当前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扎实贯彻，司法鉴定在服务
诉讼活动、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在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司法审判已成为解决社会各种纠纷的权威方式和
最终渠道。
司法作为社会“平衡器”的作用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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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扎实贯彻，司法鉴定在服务
诉讼活动、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在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司法审判已成为解决社会各种纠纷的权威方式和
最终渠道。
司法作为社会“平衡器”的作用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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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司法鉴定的具体任务。
司法鉴定的目的就是对争议解决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具体的鉴定意见，从而帮
助争议当事人以及争议裁决者解决纠纷。
这里的“专门性问题”，一般是指案件的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且事实问题往往是争议当事人
和争议裁决者凭借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所难以识别和判定的专门性、特殊性问题。
　　3.司法鉴定的基本手段。
司法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所运用的是科学技术、专门知识和特别经验。
司法鉴定属于专业技术活动，而不是权力活动，其实验的依据、观察的方法、检验的手段、解释的根
据、判定的标准和相关的经验，是根据普遍公认的科学原理、技术规则和多年的经验积累来进行的。
　　4.司法鉴定的服务领域。
广义的司法鉴定所服务的领域，包括诉讼、仲裁、调解、和解等各种争议的解决。
在纠纷或者争议解决过程中遇到事实方面的难题时，均需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因此，哪里有解决纠纷的需要，哪里就有司法鉴定的需要。
　　5.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
司法鉴定属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科学实证活动。
司法鉴定人提供的结果是载明其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进行鉴别与判断的鉴定意见。
　　广义的司法鉴定与传统的司法鉴定的定义相比，回避了司法鉴定的启动主体。
判定某种鉴定是否属于司法鉴定，核心在于该鉴定所服务的领域是否属于司法或者准司法活动，如果
鉴定活动涉及司法或者准司法活动，则无论其启动主体为谁，都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
　　（二）特征　　按照“服务领域论”，广义的司法鉴定是为诉讼、仲裁、调解、和解等多种争议
解决方式提供科学实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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