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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在法庭审理活动中应当依靠证据裁判案件事实
。
本书运用比较、价值分析、融合研究等方法，分析概括了证据裁判原则的实质内涵和程序内涵及其以
建立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并完整论述了裁判主体应如何通过正当程序，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
合理裁判，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贯彻和实现证据裁判原则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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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静，女，1974年9月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96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2000年工作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二庭；200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获民事诉讼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
至今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任教师；200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获刑事诉讼法学
博士学位。
曾在《求是学刊》、《政法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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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含义　　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裁判案件事实应当依据证据。
由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域对证据的概念、形式、条件等有着不同的理解，证据裁判也具有不同的历
史发展形态。
本章将分别说明“裁判”和“证据”的含义并立基于法律公正及人权保障的角度演绎出现代证据裁判
原则的三项基本内涵。
由于篇幅所限，相关论述都仅仅围绕刑事公诉案件的领域展开。
　　一、裁判的含义　　裁判，自当是裁决、判断之意。
家长对争吵的孩子要作出裁判，仲裁者对纠纷双方也要作出裁判。
裁判是有权（公权力、契约权利或其他权威）的中立裁断者解决争议或冲突的最终方式。
诉讼中的裁判是审判者在诉讼过程中对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判断和处理的行为。
　　（一）裁判的含义和构成　　可以想象，原始社会一定也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
矛盾和纠纷，当然这些纠纷基本是围绕分配食物和劳动而产生的。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纠纷的解决是依靠群体的力量还是部落首领和家长处理，或者其他不得而知的方式
，但战争一定是解决方式的一种，这在几万年前的关于战争场面的岩洞壁画里可以发现。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本书必须将“裁判”的范围界定在法律（习惯法或制定法等对人的行为具有约
束力的各种规范性制度）出现以后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中。
并且，为了避免关于法律史的争议，有关“裁判”的渊源还是从有文字可考的诉讼制度的出现说起。
　　1.诉讼的出现　　诉讼是随着国家和法律的产生而产生的社会现象。
当某种私人冲突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国家及其官员将会强行处理这类冲突。
在西方文明史上，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公元前18世纪）也许是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说明了国
家履行审理和裁判的职能，例如“如果儿子打了他的父亲，他的手就要被砍下来”之类的规定。
在古希腊早期人类生活中，纠纷诉诸中立者解决的现代观念上的“诉讼”已经初显。
当时最完整的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写作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反映
了公元前l4世纪至公元前l2世纪，即“特洛伊战争”发生时代的希腊社会，作品中“dike”这一概念虽
然尚未具备其后来的明确含义（抽象争议、诉讼或判决），但已经与依凭神所启示的裁判的“themis
”一词有所不同，是指依据制定法的指示，经由法官的判决而生效的派生性的法。
而引用思考特拉的说法就是“随着早期法律制度的生长，神的法律制度走向退隐之途，即使在荷马史
诗中，‘themis’的观念也渐渐让位于‘dike’”。
在雅典城邦时期，以制定法代替习惯法，由专门司法机关和法官处理刑事案件，诉讼走向系统和正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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