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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内容概要

《新阶梯法学规划课程系列教材:证据法学》内容简介：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证据立法有了长足
的进步，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制度。我国证据规则体系的初步确立也给证据法学研究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了使法科学生对于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证据法的基本规则和司法实践中证据
运用的基本情况有较为系统的了解，特编写了《新阶梯法学规划课程系列教材:证据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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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作者简介

潘金贵，男，1973年12月生，贵州毕节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学。从事兼职律师工作数年，主要承办刑事辩护业务，执业以
来担任过不少大案、要案的辩护人，其执业水平在业内受到好评。迄今在《现代法学》、《人民检察
》、《中国刑事法杂志》、《政治与法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数篇论文被人
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参加撰写专著5部，参编国家级、省部级教材4部；参研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
研项目5项；主持教育部青年项目、司法部青年项目、重庆市一般项目等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西南政
法大学青年科研项目1项。科研成果中有数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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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证据法概述 第一节 证据法的含义界定 第二节 证据法的基本模式 第三节 证据法的
主要渊源 第二章 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证据裁判原则  第二节 自由心证原则  第三节 直接言词原则 
第四节 遵守法制原则  第三章 证据法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人类社会早期的证据法 第二节 英美法系国家
证据法的历史沿革 第三节 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的历史沿革 第四节 我国证据法的历史沿革 第二编 证据
论 第四章 证据概述 第一节 证据的概念 第二节 证据能力与证明力 第三节 证据的功能 第五章 证据的基
本特征 第一节 证据的客观性 第二节 证据的关联性 第三节 证据的合法性 第六章 证据的学理分类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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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第一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的概念和特征 第
二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的收集 第三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判断 
第八章 被害人陈述 第一节 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被害人陈述的收集 第三节 被害人陈述的
审查判断 第九章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陈述 第一节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陈述的概念
和特征 第二节 当事人的自认 第三节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第十章 证人证言 
第一节 证人证言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证人的资格、权利和义务 第三节 证人证言的收集 第四节 证人
证言的审查判断 第十一章 鉴定意见 第一节 鉴定意见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第二节 鉴定人的资格、权利
和义务 第三节 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 第十二章 物证 第一节 物证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第二节 物证的收
集 第三节 物证的审查判断 第十三章 书证 第一节 书证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第二节 书证的收集 第三节 
书证的审查判断 第十四章 视昕资料、电子数据 第一节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概述 第二节 视听资料、电
子数据的收集 第三节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 第十五章 笔录类证据 第一节 勘验、检查笔录的
概念、特征、分类、制作和审查判断 第二节 辨认笔录的概念、特征、制作和审查判断 第三节 现场笔
录的概念、特征、制作和审查判断 第三编 证明论 第十六章 证明的概念、特征和构成要素 第一节 证明
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证明的构成要素 第十七章 证明对象 第一节 证明对象的概念、范围和特征 第二
节 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 第三节 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 第四节 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 第十八章 证明责任 
第一节 证明责任的概念和性质 第二节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第三节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第四
节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第十九章 证明标准 第一节 证明标准的概念和功能 第二节 英美法系国家
的证明标准 第三节 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 第四节 我国的证明标准 第二十章 证明环节 第一节 取证 
第二节 举证 第三节 质证 第四节 认证 第二十一章 证明方法 第一节 证明方法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第二
节 推定 第三节 司法认知 第二十二章 证明规则 第一节 证明规则的概念、体系和分类 第二节 外国的司
法证明规则 第三节 我国的司法证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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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划分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揭示不同来源获取的证据的可靠性的差异和
证明力的强弱。证据的来源决定了，一般而言，较之于传来证据，原始证据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和更强
的证明力。这是因为：（1）原始证据直接形成于案件事实或第一来源，没有经过中间环节的转述、
复制过程，从而也就减少了因中间环节导致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它对案件事实的反映是最直接、最原
始的，从而更加真实可靠。（2）原始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直接的，同案件事实的距离更为接近
，关联的紧密度更高，因此，相对于同源的传来证据，证明力更强。当然，原始证据具有更强的可靠
性并不意味着原始证据就绝对真实可靠，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它也有可能不符合案件事实，传递
错误信息。而且，原始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也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经验总结，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案
件。尤其是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在某些情况下，原始证据可能不比传来证据更能真实地反映案件情况
。如在强奸案件中，受害人考虑到声誉，在对侦查人员陈述时否认了自己受到侵害的事实，但她曾经
在案发后向她的某好友哭诉过受害的过程，此时，她的好友的转述虽然是传来证据，却比她本人的陈
述更为可靠，证明力也更强。再比如，某证人目睹了案发的经过，回家后将这些情况告诉了自己的亲
人，几年之后，该证人可能因身体原因记忆力严重下降，此时，其亲人对案件事实的转述可能比目击
证人本人的证言具有更大的证明价值。还应当注意的是，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证明力比较的前提是二
者必须是同种同源的证据，否则就不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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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编辑推荐

《新阶梯法学规划课程系列教材:证据法学》系统介绍证据法学基本理论和证据法学基本规则，详细说
明证据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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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精彩短评

1、包装不错，正版，价钱适中
2、内容比较不错，如果想拓宽一下自己的思想是值得一看的。我很喜欢
3、在亚马逊买书，快递一直都很给力。书的质量也不错。快递不但速度快，而且服务态度也很好。
赞一个。
4、比何家弘写的明了多了
5、西南政法多年来第一部证据法教材
6、比何家弘那本薄很多，讲的也很概括吧，没有太多延深，需要自己去思考分析。先看了何家弘的
，再看这本也就轻松点了。
7、书很新都是正版、没有污损、很干净~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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