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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品新，1973年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
定中心鉴定人，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代表性专著有《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电子证据法研
究》(副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美国电子证据规则》(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外
国证据法选译》(副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代表性教材有“法学新阶梯”《证据法学》(合
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证据调查(第二版)》(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5年版)；另外，协助编辑学术集刊《证据学论坛》(副主编)，撰写法学论文、随笔与时评100多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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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什么是证据  第一节  刑事证据的判断标准  第二节  专家法律意见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
三节  社会调查员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四节  测谎结论可以有限制地作为证据使用  第五节  “办案
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节  卫星图片等高科技产物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第二章  证据的可采性
 第一节  证据可采性的认定标准  第二节  客观存在的合同复印件具有可采性  第三节  和解协议无关联性
而无可采性  第四节  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可采性  第五节  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有一定的可采性  第六
节  秘密取得的证据具有可采性  第七节  骨龄鉴定结论具有可采性  第八节  没有鉴定人签名的鉴定书无
可采性第三章  证据的证明力  第一节  证据证明力的认定标准  第二节  证明力的评断应遵循自由心证的
原则  第三节  经验法则可用于评断证明力  第四节  概率论可用于评断证明力  第五节  直接证据的证明
力评断机制  第六节  间接证据的证明力评断机制  第七节  同案犯口供的证明力评断机制  第八节  电子
证据的证明力评断机制第四章  证明方法  第一节  证明方法的界定  第二节  如何理解“证据裁判主义” 
第三节  如何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罪过  第四节  证明被告人“主观明知”可借助推定  第五节  证明被告
人的年龄可借助司法认知  第六节  借助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案属于司法认知第五章  证明责任  第一节  证
明责任的界定  第二节  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由控方负责举证  第三节  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证明责任由附
带民事原告承担  第四节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行证明责任倒置  第五节  非法持有型犯罪实行证明责
任倒置  第六节  严格责任犯罪应实行证明责任倒置  第七节  关于积极抗辩的事实由辩方承担证明责任  
第八节  关于是否刑讯逼供的事实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第六章  证明标准  第一节  证明标准的界定  第二
节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本含义  第三节  “案件事实清楚”必须排除合理怀疑  第四
节  “证据确实充分”的关键在于基本证据  第五节  刑、民诉讼证明标准的异同  第六节  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证明标准的界定案例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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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遴选了近年来国内主要法制媒体上登载的刑事审判领域的证据法名案
，并结合从实务部门调研得来的证据法大案，提炼出一系列证据法的疑难问题；然后运用学理知识进
行探索，解答了长期困扰实务部门的一些证据法传统问题和前沿问题。
这是一次游走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益尝试，拓宽了证据法学研究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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