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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编 导论
第一章  刑事证据制度的沿革
第一节 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
第二节 中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及其特点
第三节 外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二章  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刑事证据制度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第二节 司法证明与认识活动
第三节 刑事证据制度理论基础的构成
第三章  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无罪推定原则
第二节 证据裁判原则
第三节 直接言词原则
第四节 自由心证原则
第二编 证据论
第四章  刑事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第一节 刑事证据的概念
第二节 刑事证据的特征
第五章  刑事证据的分类
第一节 刑事证据分类概述
第二节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第三节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第四节 控诉证据与辩护证据
第五节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第六章  刑事证据的种类
第一节 刑事证据种类概述
第二节 物证与书证
第三节 证人证言
第四节 被害人陈述
第五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第六节 鉴定结论
第七节 勘验、检查笔录
第八节 视听资料
第七章  刑事证据规则
第一节 证据规则概述
第二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三节 传闻证据规则
第四节 供述补强规则
第五节 刑事诉讼鉴定人意见规则
第三编 证明论
第八章  刑事证明与证明对象
第一节 证明概述
第二节 证明的种类和构成
第三节 证明对象
第九章  刑事诉讼中的证阴责任
第一节 刑事证明责任的内涵
第二节 证明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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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
第四节 刑事证明责任的承担
第五节 辩护理由的证明责任
第十章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第一节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第二节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及其评价
第三节 外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我国证明标准的重建
第四节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第五节 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与认定
第四编 运用论
第十一章  取证指南
第一节 收集刑事证据概述
第二节 物证、书证的收集
第三节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收集的方式
第四节 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收集
第五节 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的收集
第六节 视听资料的收集
第十二章  举证指南
第一节 举证概述
第二节 举证的庭前准备
第三节 庭审举证
第四节 举证的方法和技巧
第十三章  质证指南
第一节 质证概述
第二节 质证的方式、技巧模式及其规则
第三节 对各种证据的质证
第四节 被告人翻供的原因和对策
第十四章  认证指南
第一节 认证概述
第二节 物证的认证
第三节 书证的认证
第四节 证人证言的认证
第五节 被害人陈述的认证
第六节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认证
第七节 鉴定结论的认证
第八节 勘验、检查、搜查笔录的认证
第九节 视听资料的认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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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分为四篇：第一篇，导论，阐述了刑事证据制度的沿革、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第二篇，证据论
，阐述了刑事证据的概念、特征、分类、种类和证据规则：第三篇，证明论，系统地探讨了刑事证明
的对象、责任分配、方式和标准；第四篇，运用论，探讨了刑事诉讼的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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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随便翻了几页,错得满天飞!比如:第２８９页第二部分.原文:“⋯⋯是指需要证明加以证明的问题
”。应该是“需要证据加以证明的问题”第２９１页，第一部分是黑体字，后面的二三四五六⋯⋯全
部是正楷！字体的错误也是盗版书的一大辨别第２９８页第七部分，原文：“⋯⋯向人民法院提供出
庭作证的身份、地址、通讯处⋯⋯”。请问，是谁的身份？谁的地址？谁的通讯？连主语都没有，这
能算对吗？而且我怀疑这个“身份”应该是“身份证”第３０５页最后一行原文：“由远及进”——
随便想也知道是“由远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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