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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法学是法学教育的重要课程，也是必修课程。
根据学校的组织和安排，由刑事诉讼法教研室负责编写本教材。
本教材由主编提出编写体例，经集体讨论确定后分工撰写。
作者所写内容主要体现了自己对学科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本教材后面的附录(即相关法律)由主编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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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证据法学的概念、性质和意义一、证据法学的概念（一）证据法的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里
，对证据的解释为能够证明某事物的真实性的有关事实和材料。
可见，证据是一个中性词，它不仅仅存在于法律领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证明
活动都是随处可见的。
在法律领域，一般认为，证据法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
广义的证据法，是指所有涉及证据及其取得、运用的有关法律规范的总称。
具体而言，就是关于证据的定义和分类、证据的收集与提供、证据的运用与采信、证据规则、证明责
任和证明标准等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它包括诉讼证据法和非诉讼证据法。
其中，诉讼证据法又依案件性质可分为刑事诉讼证据法、民事诉讼证据法、行政诉讼证据法；非诉讼
证据法包括行政证据法、仲裁证据法、公证证据法和监察证据法等。
狭义的证据法，通常仅指诉讼证据法，也即是专门订立的证据法典以及诉讼法中与证据有关的各种具
体规定。
由于证据在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最为广泛，也最具有代表性，同时，各种证据规则大多产生于诉讼制度
的发展进程之中。
因此，一般所说的证据法主要是在狭义的基础上进行界定的，而不包括非诉讼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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