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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学论坛(第5卷)》分前沿聚焦、网上对话、专论大观、学术沙龙、科技平台、实证研究、外法评
介、书苑漫笔等专栏，收录了四十余篇文章，从各方面对证据学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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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是治理鉴定腐败，提高鉴定结论科学性的要求。
鉴定人在法庭上接受法官及当事人双方在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及是否具有回避情形等方面的质疑和询
问，可以有效避免和消除权力干预、利益诱惑和其他消极因素对鉴定人的影响。
如若鉴定人不出庭作证，则其鉴定结论就要由合议庭在法庭之外或审判之后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不允
许控（诉）辩双方参加，于是就为“暗箱操作”大开了方便之门，鉴定的科学性、公正性就无法保证
。
 三、制约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因素 鉴定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
基本措施。
但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实际出庭作证的却寥寥无几，那么，制约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因素何在呢？
 （一）立法上的缺陷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证据法，也没有比较系统全面的证据规则，有关证据的
规定主要渗透在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细观之，就会发现在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立法上有
较大的缺陷。
 1.对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定位失当。
我国法律将鉴定人和证人明确区分开来，将两者同列为诉讼参与人，认为鉴定人是受司法机关指派或
聘请，帮助司法机关解决诉讼中有关专门性问题的专家。
这实质上是沿袭了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鉴定人的定位，即鉴定人是司法机关的助手。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定位是基于其职权主义诉讼制度。
与此相对照的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控（诉）辩式
审判模式（或称为辩论式审判模式），我国法律关于鉴定人的诉讼定位显然与改革的目标要求不相适
应。
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我国目前对鉴定人的诉讼定位好比是英国的法庭传唤德国的鉴定人出庭作证，
既不像英国的，又不像德国的，有些不伦不类。
应当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外国法律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对鉴定人的
诉讼地位予以准确定位。
笔者认为，将鉴定人地位证人化，用法律改变鉴定人的诉讼地位，不失为促使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效
方法。
 2.没有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确立传闻证据规则，为鉴定人不出庭作证大开方便之门。
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必须亲自接触证据的原始形式，并按照言词和口头方式实施诉讼行为。
因此，对于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都要传唤这些证据的提供者亲自出庭作证。
传闻证据规则可以有效防止不真实、不可靠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可以有效保障控辩双方能够
行使法律规定的交叉询问的权利。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本身规定得很少，根本未涉及这一原则，这也是证人、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重
要原因。
 3.权利义务不明确，是鉴定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根本原因。
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应具有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一切基本权利和义务。
同时，作为鉴定人，又具其特定的权利义务。
我们三大诉讼法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致使鉴定人不愿出庭作证。
从权利规定上看，鉴定人应享有的具体权利，如获取报酬的权利、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权利和财
产权不受侵犯的权利等，三大诉讼法均未涉及。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对鉴定人及其近亲属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不力，直接导致了鉴定人不敢出庭作
证。
鉴定人是特殊的证人，应归属证人之列。
我国法律对证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对证人作证前、作证后
的保护明显不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据学论坛(第五卷)>>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据学论坛(第五卷)>>

编辑推荐

《证据学论坛(第5卷)》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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