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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证明由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阶段组成，取证是基础，举证是前提，质证是关键，认
征是目的。
如果说整个司法证明制度建设是一个木桶工程，那么证据规则则是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条。
科学合理的证据规则是司法文明、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
　　本书以司法证明的四个阶段为主线，以当今世界两大法系、国际司法准则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基础来设计未来的证据规则体系。
全书共五编，绪论主要介绍了证据规则的基本知识，其余各编分别阐述了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质征
规则、认证规则。
本书主要是关于设计未来证据规则体系的探讨，也可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律师以及普通公民从事
诉讼活动提供帮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据规则>>

作者简介

　　戴泽军又名代泽军，男，土家族，祖籍贵州省印江自治县。
第一学历贵州铜仁师专数学专业毕业，第二学历贵州省委党校在职法律专业函授本科毕业。
1991年考取律师资格。
先后在贵州省万山特区敖寨中学、职业中学、特区委政法委，贵州省清镇市司法局、律师事务所、市
委办、保密局、人大法工委工作。
现任贵州省清镇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副秘书长。

　　主要成果有：担任贵阳市200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证据规则》负责人；沦文《自由心征》被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采用并收入公开出版的年会论文集；论文《现代司法理念与刑
事诉讼证据收集》与《论强制谣人出庭作证》分别获第十六届和第十八届全国法院系统论文比赛三等
奖；论文《略论治安承包合同》获1988年贵州省首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讨会二等奖；在省级刊
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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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证据概述　　第一节　证据的含义　　一、证据与诉讼证据　　证据
是一个古老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
说它古老，是因为自从有解决纠纷机制时它就已经存在，以至于证据一词的准确起源已经很难考证；
说它使用频率极高，是因为人们广泛使用它。
法律事务中的证据和非法律事务中的证据概念具有共同的含义，即证明的根据。
证明案件事实要有根据，证明科学发现同样要有根据。
根据是什么？
是中介，是材料，是手段。
　　但是，法律事务特别是通过诉讼来解决的法律事务，与非法律事务相比，其证明机制是有区别的
，因为诉讼的特殊性，决定着诉讼证据有其特殊的本质和特征。
“诉讼证据，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依据法定的程序收集并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
实情况的根据。
”“从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方面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证明关系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凭
据，是用来认定案情的手段；从表现形式看，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诉讼证据是客观事
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
”　　二、诉讼证据的属性　　诉讼中研究证据或者称证据能否为诉讼服务，一般来说，涉及证据的
采纳与采信两个问题，证据的采纳与采信是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的两大基本任务，可采性反映证据能
力，可信性则对应证明力。
只有可采的，才是可信的，具备了证据能力，不一定具有证明力，但具有证明力的证据，首先必须具
有证据能力。
这就是诉讼证据运用的基本规律，也是其属性。
　　（一）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又称证据资格、证据的可采性，它涉及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
一个证据具有法律规定的资格，法官就应该在审判中采纳它。
一个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必须具备三性标准。
　　一是客观性标准。
它是某一证据容许被采纳的第一项资格标准，是指证据必须是伴随着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遗留下
来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纯粹的主观臆
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交法庭，也不具有证据
资格。
其次，证据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又须是人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
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者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
据的可采性。
”　　二是关联性标准，又称相关性标准。
它是证据资格的基础性条件，是证据进入诉讼的第一道“门槛”，指的是证据内容的事实与案件的待
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客观的联系，它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不涉及证据真假。
其侧重点是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的形式性关系，即证据相对于证明对象是否具有实质性，以及证据对
于证明对象是否具有证明性。
前者指证据欲证明的主张指向的是对案件裁判具有法律意义的待证事实；而后者指的是所提出的证据
支持其欲证明的事实主张成立的倾向性。
关联性是客观存在的，是完全可以认识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因果联系、时间联系
、空间的、偶然联系和必然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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