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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内容概要

《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研究》内容包括：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背景、证据自由原则、口头证据
与文件证据、证据的调查收集、证据披露、证据在审判程序中的运用、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混合
模式及我国证据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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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铃，女，1977年6月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目前系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国际刑法，在《中国刑事法杂志》等核心期刊上
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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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背景
第一节　国际刑事诉讼溯源
一、莱比锡审判的夭折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军事审判
三、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四、国际刑事法院
第二节　国际刑事程序概要
一、国际刑事诉讼程序的法源
二、国际刑事程序的根基
三、国际刑事程序过程
第三节　影响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基本因素
一、影响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一般因素
二、导致国际刑事法院和特设刑庭证据规则差异的其他因素
本章小结
第二章　证据自由原则
第一节　证据自由的一般原则
一、证据自由原则的确立
二、特设刑庭对证据可采性的考量因素
三、国际刑事法院证据自由原则的特点
四、传闻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第二节　证据的排除和补强
一、证据的排除
二、证据的补强
第三节　性暴力案件中的证据
一、被害人证言无须补强
二、“同意”证据的限制
三、先前性行为证据的强行排除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口头证据与文件证据
第一节　口头证据及相关问题
一、口头原则地位的变化
二、证人的保护性措施
三、责令作证权与不自证其罪特权、保密特权
四、特殊证人：被告人
第二节　文件证据
一、替代口头证据的证人陈述
二、文件性证物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证据的调查收集
第一节　调查阶段的权力和权利
一、检察官的调查权力
二、调查期间的个人权利
三、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特调查机会”
四、调查阶段的司法控制
第二节　调查阶段的国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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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设刑庭调查阶段的国家合作
二、国际刑事法院调查阶段的国家合作
本章小结
第五章　证据披露
第一节　特设刑庭的证据披露
一、控方披露
二、辩方披露
三、披露限制及其他披露问题
第二节　国际刑事法院的证据披露
一、控方披露
二、辩方披露
三、披露限制及其他披露问题．
本章小结
第六章　证据在审判程序中的运用
第一节　庭审中的证据调查
一、证据的出示和质证规则
二、证明责任
三、证明标准
第二节　上诉审和再审中的证据调查
一、特设刑庭
二、国际刑事法院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混合模式及对我国证据法的启示
第一节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混合模式
一、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混合模式的形成
二、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混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
第二节　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我国证据法的启示
一、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初步比较
二、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和借鉴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致谢

Page 5



《国际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精彩短评

1、书中内容写的很不错，值得购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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