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据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证据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6951

10位ISBN编号：7562036950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谭世贵　等主编

页数：5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据法学>>

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订。
全书分为三编二十五章，三编为总论、证据论和证明论，具体阐述了证据法学的概念、理论基础、基
本原则和证据规则；在对各种关于证据概念和属性的学说进行研讨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了的概念和属性
，详细列举了证据的种类及分类方法；本书还细致说明了证明对象所涵盖的范围，并且对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证明方法予以阐释；对诉讼证明有各个环节均给予了介绍。
本书修订时增加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如最近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
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适当反映证据理论研究的最新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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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与证据和证据运用有关的司法实践如果说与证据和证据运用有关的法律规范是证据法学相对静止
的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司法和执法活动中关于证据和证据运用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则是证据
法学动态的并且更加多姿多彩的研究对象。
这些与证据和证据运用有关的司法和执法实践，既为证据立法和证据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
对证据立法和证据理论研究提出了要求，更是检验证据立法是否完善、证据理论研究是否科学的标准
。
司法中运用证据的实践生动具体，复杂多样，出现的问题也各有不同。
有的是证据立法已经规定的，但规定却过于原则和粗疏，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如修正后的《刑
事诉讼法》在审查起诉中关于“主要证据”的规定；有的在证据理论上已有所概括、有所总结，但却
远远不敷司法实践之所需，如关于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存在更多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如刑事法人被告人之代表人的陈述是否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
这种证据问题。
总之，脱离了证据运用的实践，证据立法很可能沦为一纸空文，证据理论研究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三、证据运用的方法、规律和规则证据运用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遵循一定的规律，其中相对成熟而
由法律作出规定或由判例予以确认的便上升为规则。
探索这些证据运用的方法，揭示这些证据运用的规律，提炼相应的证据规则，是证据法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
关于证据运用的方法，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例如，从证据运用的过程，可以分别研究证据的收集、保全、出示、审查判断的方法等；从证据运用
的主体，可以分别研究取证的方法、举证的方法、质证的方法、认证的方法等；从逻辑证明的角度，
可以研究演绎与归纳，直接证明与间接推理方法等；此外，司法认知、法律推定等等也属于证据运用
方法的研究范围。
证据运用的规律，同样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包括诉讼中运用证据的一般规律，也包括在诉讼的不
同阶段运用证据的特殊规律，还包括不同形式的证据，如物证、书证、人证、或不同分类的证据，如
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原始证据、传来证据等各自的运用规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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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法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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