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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精细化过程因素与进路》内容全面覆盖从立案、侦
查、提起公诉到审判和执行的各个诉讼阶段中的重要诉讼法律制度。
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尤其是对管辖、证据、司法鉴定、强制措施适用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刑事和解等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力求从多角度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制
度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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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证据裁判原则内涵的这一层面或梯度上，证据可以被相对独立出来，在相对孤立、静止
的层面上判断其关联性和可采性。
此时所谓的证据关联性只是一种逻辑的关联性，所谓逻辑的关联性是一种抽象的和静态的关联性，是
证据类型化和证明对象被类型化之后存在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抽象关联，它是确定证据能力或可采性的
基础，如果这种抽象的关联性都不存在，那么与之相关的具体证据和具体证明对象之间的具体关联性
（表现为证据的证明力）就不存在，对具体证据证明力的评断也就成为不必要。
台湾地区学者陈朴生先生针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分层次评断的证据审查判断
机制，将证据的关联性区分为证据能力关联性和证据价值关联性，认为前者是一种抽象的关联，一种
抽象的可能，后者是一种具体的关联，一种现实的关联，应该说这种区分对于英美法系国家诉讼证明
中将证据能力和证据价值（证明力）进行分层次审查判断的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阐释功能。
当然，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由于主要采取职权主义模式，陪审团审判也没有作为制度性的产物延
续下来，不存在审判主体的二元化问题，对诉讼证明中不正当证据的过滤并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具
有迫切性，所以理论上对证据裁判原则的这种梯度要求和层次区别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表现在证据
审查判断制度上就是对证据能力（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是放在一个层次上而进行一次性判断。
总体上讲，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审查判断制度并没有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建立起与证据裁判原则的梯
度要求相对应的分层次的证据过滤机制。
 3.认定犯罪事实的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还必须履行法定的证明程序。
如果说证据能力或证据可采性的判断过程是为了过滤不正当性证据、筛选出合格证据的话，那么证据
裁判原则在本梯度或层次上的要求就是要求经由证据能力或可采性筛选出来的证据，必须通过动态的
严格的法定证明程序进行调查才能成为影响法官心证的依据。
诉讼证明区别于一般自然证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诉讼证明不仅要遵守证明的逻辑程序和规则，它
更应该遵循法律程序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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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精细化过程因素与进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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