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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专著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刑事鉴定质量控制法律制度研究》在选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
究成果的应用和研究体系等方面体现了创新，具体而言：在选题上，一改对司法鉴定的泛泛研究，将
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刑事鉴定上，通过“小题大做”的研究思路，达到深入系统研究刑事鉴定问题的目
的。
刑事鉴定作为司法鉴定的一种，既有司法鉴定的共性，又极具个性：刑事鉴定在制度与程序上与民事
鉴定和行政鉴定有较大区别，仅仅以司法鉴定为研究对象，就不免会使刑事鉴定区别于民事鉴定和行
政鉴定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被忽略；以质量控制为研究视角，既可以突破鉴定结论可采性标准静
态研究的弊端，又可以突破仅从刑事鉴定本身去研究刑事鉴定的弊端。
因为刑事鉴定（结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鉴定材料的取得、鉴定的实施、鉴定结
论的审查判断等。
以质量控制为研究视角，可以将影响刑事鉴定质量的一切环节、一切程序、一切制度囊括其中，从而
对刑事鉴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而不再是零星的、个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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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丽华，女，辽宁盘锦人，1969年11月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事侦查与司法鉴定
。
参编著作五部；合著《警务战术原理教程》；曾在《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法论坛》、　《政治与
法律》、《犯罪研究》、《刑侦与法制》（澳门司法警察学校出版）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论文曾多次获奖，其中《刑事鉴定质量控制体系构建研究》获北京市刑事侦查学研究会第九次学术研
讨会一等奖。
研究内容涉及刑事侦查、司法鉴定及证据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曾赴澳门科技大学讲学，现为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侦查系副教授（2003年），北京市刑事侦查学研究会
理事，澳门科技大学兼职副教授，专业技术二级警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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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刑事鉴定性质的界定一、刑事鉴定性质的各种观点(一)“单一说”的几种观点(二)“二
重说”的几种观点二、对刑事鉴定性质各种观点的评析(一)对“单一说”观点的评析(二)对“二重说
”观点的评析三、刑事鉴定性质研究的角度四、对刑事鉴定性质的全面认识(一)刑事鉴定是刑事诉讼
行为--从诉讼的角度(二)刑事鉴定是人的证据方法，是言词证据--从证据的角度(三)刑事鉴定解决刑事
诉讼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从鉴定对象的角度第二章 刑事鉴定质量控制一、刑事鉴定质量控制概念
的提出二、刑事鉴定质量控制的必要性(一)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刑事鉴定质量控制实践的借鉴(二)实证
调查研究结果对刑事鉴定质量控制的启发三、刑事鉴定的价值(一)刑事鉴定价值的研究视角及其研究
意义(二)刑事鉴定的外在价值(三)刑事鉴定的内在价值(四)刑事鉴定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选择四、刑事鉴
定质量控制的标准--鉴定结论的可采性标准第三章 鉴定人--刑事鉴定质量的事前控制一、自然人鉴定
人制度二、鉴定人的资格及其选任(一)两大法系鉴定人资格及其选任的特点(二)鉴定人的资格及其选
任三、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一)鉴定人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二)国外及有关地区关于鉴定人权利义务的
规定及其借鉴(三)完善我国鉴定人权利义务应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四)我国鉴定人权利义务的内容及
其论证四、鉴定人(鉴定机构)的法律责任(一)确立和完善鉴定人(鉴定机构)法律责任的必要性(二)确立
和完善鉴定人(鉴定机构)法律责任的可行性(三)鉴定人(鉴定机构)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及其完善第四章
鉴定机构一、鉴定机构的资格及其选任(一)鉴定机构的资格(二)鉴定机构的选任二、鉴定机构的法律
责任三、鉴定机构的管理制度四、刑事实验室认可制度(一)刑事实验室认可制度及其作用(二)实验室
认可组织概况(三)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刑事实验室品质体系发展情况⋯⋯第五章 鉴定材料取得的规范
化第六章 刑事鉴定的实施第七章 对刑事鉴定法律程序的反思第八章 刑事鉴定（结论）公开第九章 刑
事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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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对“二重说”观点的评析　　1.对“司法与科学技术活动二重说”与“法与科学的结合说
”的评析　　“司法与科学技术活动二重说”和“法与科学的结合说”的观点，一方面，表明司法鉴
定与其他领域的鉴定（如出土文物鉴定、科技成果鉴定）的本质区别，司法鉴定必然也必须受到司法
程序规则的限制；另一方面，表明鉴定与询问、讯问、勘验、检查等侦查行为的本质区别，即司法鉴
定必须运用科学技术手段。
但这一观点并非无懈可击，至少有两点足以推翻这一观点。
第一，勘验、检查、侦查实验也具有“法与科学的结合”的特点。
勘验、检查是指侦查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或者人身进行勘查、检验或检查，以发现
和收集犯罪活动所遗留的各种痕迹和物品的一种侦查活动。
侦查实验是为了确定与案件有关的某一事件或者事实在某种条件下能否发生或者怎样发生，而按照原
来的条件将该事件或者事实加以重演或者进行试验的一种侦查活动。
勘验、检查、侦查实验的实施，往往必须借助于科学技术手段，如供勘验使用的各种仪器、设备、显
示试剂等，在人身检查中对微量物证的发现、提取等，在侦查实验中对实验方法、过程的设计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第193条和《规则》第165条都有相关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
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检察）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
可见，勘验、检查同样具有“法与科学的结合”的特点。
第二，司法鉴定的对象并非均具有科学活动的属性。
例如，在盗窃、抢劫、贪污、贿赂等侵财型犯罪中，常常涉及对涉案物品的价格鉴定，以便为涉案数
额等实质性问题提供依据，价格鉴定并不完全遵循科学活动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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