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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探索》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诸如司法
鉴定的管理体制、启动制度、实施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以及司法鉴定的程序制度、标准制度等
生重大问题。
也反映了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
　　司法鉴定制度是关于司法鉴定机构、人员、程序、标准以及司法鉴定启动、实施、质证、认证等
制度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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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理论研究篇◎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研究  一、科学把握司法鉴定的内涵外延    (一)从司法鉴定启动的角度
来界定司法鉴定    (二)从司法鉴定实施的角度来界定司法鉴定  二、理性认知司法鉴定的现实状况    (
一)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实然状况    (二)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模式    (三)我国司法鉴定存在的突出
问题  三、积极推进司法鉴定的制度改革    (一)我国司法鉴定的制度建设    (二)司法鉴定改革的主要障
碍    (三)司法鉴定改革的基本原则  四、务实确立司法鉴定的改革目标    (一)积极推进司法鉴定立法工
作    (二)加快建立司法鉴定协调机制    (三)完善司法鉴定实施主体制度◎司法鉴定制度比较研究  一、
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    (一)从管理主体的权力类型来看，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行政权
力管理型体制、社会权力指导型体制以及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    (二)从管理主体
的集散程度来看，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集中型管理体制、分散型管理体制以及集中与
分散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  二、司法鉴定的启动制度    (一)两种启动制的主要内容    (二)两种启动制的
实践评价    (三)两种启动制的相互融合  三、司法鉴定的实施制度       (一)司法鉴定人的概念    (二)司法
鉴定人的类型    (三)司法鉴定人的法律地位    (四)司法鉴定人的模式选择    (五)司法鉴定人的登记名册   
(六)司法鉴定人的法定权利    (七)司法鉴定人的法定义务    (八)司法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四、司法鉴定的
程序制度    (一)司法鉴定的申请    (二)司法鉴定的决定    (三)司法鉴定的委托    (四)司法鉴定的受理    (
五)司法鉴定的实施    (六)鉴定结论的出具    (七)鉴定人的出庭◎司法鉴定制度模式选择研究  一、司法
鉴定制度的建构体系  二、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原则  三、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模式选择  四、司法鉴定
启动制度的模式选择  五、司法鉴定人制度的模式选择◎司法鉴定改革重在制度创新  一、司法鉴定制
度创新的客观需要    (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带来司法鉴定制度的创新    (二)证据理念与制度的完善
，推动司法鉴定制度的创新    (三)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确立，促进司法鉴定制度的创新    (四)贯
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需要司法鉴定制度的创新  二、司法鉴定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一)司法鉴
定管理体制的创新    (二)司法鉴定启动制度的创新    (三)司法鉴定实施制度的创新◎司法鉴定机构制度
研究  一、司法鉴定机构的现状  二、司法鉴定机构的性质  三、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    (一)司法鉴定机
构的设立原则    (二)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方式    (三)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    (四)司法鉴定机构的设
立文件    (五)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程序    (六)司法鉴定机构的组织形式    (七)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层次   
(八)司法鉴定机构的可设部门    (九)司法鉴定机构的数量控制    (十)司法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  四、司法
鉴定机构的变更  五、司法鉴定机构的注销  六、司法鉴定机构的等级◎司法鉴定人制度研究  一、司法
鉴定人的基本定位  二、司法鉴定人的现实状况  三、司法鉴定人的模式选择  四、司法鉴定人的资格制
度‘  五、司法鉴定人的选任制度    (一)选任主体    (二)选任原则  六、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活动  七、司法
鉴定人的登记名册  八、司法鉴定人的权利保障  九、司法鉴定人的义务承担  十、司法鉴定人的职称评
定  十一、司法鉴定人的赔偿责任  十二、司法鉴定人的执业保障◎司法鉴定启动制度研究  一、现行启
动制度评价    (一)主要内容    (二)基本评价  二、未来启动模式选择    (一)认识前提    (二)模式选择◎司
法鉴定若干论点评价  一、科学实证论  二、鉴定中立论  三、鉴定独立论  四、系统工程论  五、分工协
作论  六、分工制衡论  七、部门鉴定论  八、司法职权论  九、效力等级论  十、审鉴分离论◎当前司法
鉴定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一、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问题  二、司法鉴定的范围确定问题  三、司法鉴
定的服务对象问题  四、鉴定结论的证据属性与证据效力问题  五、现行司法鉴定体制弊端问题  六、司
法鉴定体制改革目标问题  七、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方向问题  八、审判机关设立司法鉴定机构问题  
九、诉讼当事人司法鉴定权利保障问题◎司法鉴定制度的创新研究  一、界定了司法鉴定的基本内涵  
二、揭示了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  三、划分了司法鉴定的执业类别  四、探索了司法鉴定的职责分工  五
、初建了司法鉴定机构制度  六、初建了司法鉴定人制度  七、初建了司法鉴定新型管理体制  八、初建
了司法鉴定协调指导机制  九、初建了司法鉴定基本程序制度  十、制定了司法鉴定文书示范文本  十一
、探讨了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化建设◎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基本定位研究  一、在司法鉴定基本含义
的认识上，实现从司法职权论到服务领域论的转变    (一)司法职权论      (二)服务领域论  二、在司法鉴
定服务对象的把握上，实现从审判服务论到诉讼服务论的转变    (一)审判服务论    (二)诉讼服务论  三
、在司法鉴定基本属性的判定上，实现从司法活动论到科学实证    论的转变    (一)司法活动论    (二)科
学实证论  四、在司法鉴定资源使用的选择上，实现从封闭所有论到开放利用    论的转变    (一)封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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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    (二)开放利用论◎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鉴定工作基本定位研究  一、在司法鉴定制度建设上，实现
从局部安排到全局设计的转变  二、在司法鉴定治理方式上，实现从统一管理到分类指导的转变  三、
在司法鉴定机构建设上，实现从数量培育到素质提升的转变  四、在司法鉴定标准建设上，实现从附
带建设到独立发展的转变◎提高司法鉴定监管水平确保司法鉴定公正高效  一、科学把握精神实质，
实现体改平稳过渡  二、突出鉴定能力主题，加强法制标准建设◎中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何去何从◎
路在脚下延伸  ——司法鉴定制度创新的探索与展望  一、时代的呼唤  二、传统的无奈  三、创新的探
索  四、事业的憧憬        制度设计篇◎司法部关于加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职能的通知  (1999年6
月22日  司发通[1999]067号)◎司法部关于组建省级司法鉴定协调指导机构和规范面向社会服务的  司法
鉴定工作的通知  (1999年8月24日  司发通[1999]092号)◎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2000年8月14日  司
法部部令第62号)◎关于制定《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的说明  (2000年7月10日  司法部法规教育
司)◎司法部关于对如何理解《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批复(2001年2月2日  司
复[2001]1号)◎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  (2000年8月14日  司法部部令第63号)◎关于制定《司法鉴定人管理
办法》的说明  (2000年7月10日  司法部法规教育司)◎规范司法鉴定促进司法公正  ——2000年9月19日
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司法鉴定管理答记    者问◎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  (2000年11月29日  
司发通[2000]159号)◎司法部关于下发《司法鉴定许可证管理规定》的通知  (2001年2月20日  司发
通[2001]019号)◎司法部关于开展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年度检验工作的通知  (2002年3月11日  
司发通[2002]2l号)◎司法部关于2003年开展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年度检验工  作的通知  (2003
年3月10日  司发通[2003]22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  (2001年8月31日  司发通[2001]092号)’◎司法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司法鉴定委托材料收领单(样式)》《鉴  定委托受理合同(样式)》的通知  (2002年5
月31日  司办通[2002]第46号)◎司法鉴定文书示范文本(试行)  (2002年7月5日  司发通[2002]56号)◎司法
部办公厅对规范商业秘密司法鉴定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2003年7月31日  司办函[2003]第154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2002年12月3日)◎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2004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2005年2月25日)◎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刑法修正案(五)(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三次审议稿)
和可再生能源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2005年2月28日)◎把司法鉴定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同志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草案)》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探索实践篇◎人事部  司法部关于推行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制度
试点工作的通知(草稿)◎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核授予办法(草稿)◎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鉴定人继
续教育暂行规定》的通知(草稿)◎国家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化委员会章程(讨论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
法鉴定法(草稿)◎关于《司法鉴定法(草案)》的说明◎《司法鉴定法(草稿)》各章起草说明附录：◎司
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检
索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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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鉴定制度是关于司法鉴定机构、人员、程序、标准以及司法鉴定启动、实施、质证、认证等制度
的总称。
本书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诸如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启动制度
、实施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以及司法鉴定的程序制度、标准制度等生重大问题。
也反映了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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