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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心理学对证据法学的“入侵”以及概率论、经济分析、女权主义运动
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传统的证据法教义性研究受到挑战，证据法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
发展的趋势。
　　在诉讼实践领域，随着科学证据的出现以及大量高科技手段在司法鉴定领域的广泛采用，传统的
事实认定方法即以人证为中心的证明方法正在向以“物证”或“科学证据”为主的证明方法转变。
达马斯卡关于证据法的未来是“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问题”的论述，以及何家弘教授关于“科学证据”
时代已经来临的论断，喻示了一种可能性，即证据制度的不断完善与科技手段的运用相结合，或者证
据法学与法庭科学相结合，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
　　进入21世纪以来，证据法学跨学科研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特别是2005年以来，英国威廉·特文宁教授将证据作为跨学科主题所从事的研究，美国戴维·舒姆教
授对证据科学的概念、内在要素及整体架构所作的系统论述，中国政法大学为申报证据科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而对证据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所作的全面论证，标志着证据科学研究进入
了学科理论体系的探索阶段。
　　证据科学以证据为研究对象，研究证据采集、鉴定技术以及案件事实认定的一般规律和方法，旨
在解决司法实践面临的重大证据问题，破解事实认定的千古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首席大法官说：“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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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证明标准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
性极强的问题。
在21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对诉讼证明标准的讨论呈现出争鸣之势，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乃至流派。
这充分反映了在社会和法律的转型期人们理念的改变。
理论上的争论也影响到了司法实践，在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解与运用上，司法人员也出现了不同的认识
。
因此，对诉讼证明标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本人非常关注中外证明标准的研究，本世纪以来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参与证明标准的讨论。
李玉华是我指导毕业的博士，她自硕士论文《论诉讼证明标准》(2001年通过答辩)的写作开始就一直
在关注和研究诉讼证明标准，发表过多篇相关文章并写成了博士论文《刑事证明标准研究》(2005年通
过答辩)，在此基础之上又主持完成了国家课题《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在课题成果提交专家评审之前，我就已经比较详尽地阅读过全文，并提出过一些建议。
现得知成果顺利通过专家匿名评审，即将交付出版，欣然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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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一致认可绝对地、完全地查明案件的所有事实真相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强调诉讼认识的相对性，是法律真实论者、相对真实论者的极力主张。
但是对此，无论是传统的客观真实论还是修正后的客观真实论也都是予以承认的。
如传统的客观真实论者也承认：“司法实践中，并非对每个案件的证明均达到了客观真实的程度。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证据未及时收集而损毁消失，或因未深入调查没有获得必要证据，或因缺乏
、没有运用必要的科学技术手段，或因办案人员思想方法主观片面作出错误判断，或因慑于权势、徇
于私情故意歪曲事实，等等。
”也有的客观真实论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人员不可能把案件的一切细枝末节都查得清
清楚楚，也难以把定罪量刑的有关情节都查清楚，从这一角度而言，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永远是相对的
。
”　　4.基本上认可诉讼证明标准是主客观的统一。
早期的客观真实论者一般基于证明标准的客观性，主张维持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证明标准，反对在证
明标准中出现“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等主观性的表述。
但是，经过这场学术争论后，一些客观真实论者在继续坚持传统的以客观真实为基础的排他性证明标
准时，开始逐渐同意乃至主张在证明标准中加入主观性的表述，如徐静村教授声明：“我的结论是：
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和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以及司法人员在上述
基础上形成的内心确信结合在一起，构成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张建伟教授的分析和主张则更为明晰：“坚持不坚持客观真实的基本主张与确立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
理怀疑的主观证明标准没有两者不可兼得的关系。
坚持客观真实的基本主张，也不妨碍确立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证明标准。
换句话说，确立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并不认为绝不能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用内心确信作为我国刑事诉讼
的证明标准我也不反对。
不过，有一些担心却不能不大嚷大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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