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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评价影响因素分析》

内容概要

《证明评价影响因素分析》讲述了我国学理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的传统表述我国学理和立法传统上对
法官根据有关证据资料来判断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真、为伪或者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活动，使用的是
“审查判断证据”、“审查核实证据”或者“审核认定证据”这样的表述方法。在民事诉讼中，在法
官和当事人共同努力确定了证明对象，并且当事人也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资料
，或者当事人未能。
提供相应的证据资料，或者法官经过职权调查获得或者未获得相应的证据资料后，应当进行的下一个
程序是对证据资料本身是否符合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的要求进行评价和判断，此时可能要适用一
系列的证据规则来对证据资料逐个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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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证明评价及其影响因素概述第一章 证明评价概念第一节 我国传统学理对法官事实判断活动的
表述存在缺陷一、我国学理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的传统表述二、学理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传统表述的
缺陷第二节 应以证明评价来表述法官对当事人证明进行评价的活动一、关于证据评价概念二、关于证
明评价概念第二章 证明评价内容第一节 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是否需要证明进行评价一、评价认为当
事人主张的事实需要提供证据进行证明二、评价认为当事人无须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证明第二节 对证
据资料的证据能力进行评价一、证据能力概述二、对证据能力进行评价三、证据能力评价活动和待证
事实评价活动的关系第三节 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评价一、证明力概述二、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评价第四
节 对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真伪进行评价一、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的构成二、对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的
评价第三章 证明评价影响因素概述第一节 证明制度内部制约关系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产生的影响一
、关于证明对象对证明评价活动的影响二、关于证明责任对证明评价活动的影响三、关于证明标准对
证明评价活动的影响四、关于证明评价模式对证明评价活动的影响第二节 证明制度周边因素对法官证
明评价的影响一、关于诉讼主体能力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二、关于审判权分享机制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三
、关于裁判目的对证明评价的影响四、关于裁判方法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二编 证明制度内部制约关系
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四章 证明对象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一节 证明对象概述一、实体法上的事实二、
程序法上的事实三、证据事实四、法规事实五、经验法则第二节 证明对象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的影响
一、如何决定证明对象的范围，其本身既是一种证明评价活动，也影响到法官此后进一步展开的证明
评价活动二、法官在进行证明评价时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因证明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其评价
的谨慎程度也不相同三、不同的证明对象，其证明难度不同，证明评价的难度也不相同第三节 证明评
价对证明对象的影响第四节 证明对象对其他证明制度的影响一、证明对象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二、
证明对象对证明标准的影响第五章 证明责任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一节 证明责任概述一、证明责任概
念二、证明责任的性质三、证明责任的价值功能第二节 证明责任对法官证明评价的影响一、主观的证
明责任对法官证明评价的影响二、客观的证明责任对法官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三节 证明评价对证明责任
分配的影响一、法官是否将事实评价为真伪不明，将会影响到客观的证明责任的适用二、法官可以通
过对不同证明标准的把握，来影响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的负担第四节 证明责任对其他证
明制度的影响第六章 证明标准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一节 证明标准概述一、证明标准概念二、证明标
准的价值功能三、证明标准的建构第二节 证明标准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一、实践中对证明标准把握的简
单化和单一化，不利于证明评价活动的顺利展开和促进评价结果的准确二、证明标准或者证明标准的
体系设置越科学，法官证明评价的活动就越顺利，反之则越困难第三节 证明评价对证明标准的影响一
、法官可以通过要求当事人承担更多的主观的证明责任或者较少的主观的证明责任来抬高或者降低证
明标准二、法官也可以通过适用或者不适用客观的证明责任规范进行裁判，来抬高或者降低证明标准
三、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中，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都有着进一步主观化的趋势第四节 证明标准对其
他证明制度的影响一、证明标准对主观的证明责任负担的影响二、证明标准对客观的证明责任分配的
影响三、证明标准和客观的证明责任的功能有接近的趋势第七章 评价模式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一节 
证明评价模式概述一、证明评价模式的概念界定二、证明评价模式的历史变迁三、神示的证明评价模
式四、法定的证明评价模式五、自由的证明评价模式第二节 证明评价模式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的影响
一、不同的证明评价模式下，法官的主观因素对证明评价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二、神示的和法定的证
明评价模式排除了事实真伪不明的可能，只有在自由的证明评价模式下才会产生事实真伪不明问题第
三节 法官证明评价活动对证明评价模式的影响一、法官的主观因素对于证明评价模式的形成发挥着作
用二、法官证明评价的实践推动着证明评价模式的变迁第四节 证明评价模式对其他证明制度的影响一
、证明评价模式对证明责任的影响二、证明评价模式对证明标准的影响第三编 证明制度周边因素对证
明评价的影响第八章 诉讼主体能力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一节 当事人证明能力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一、
当事人法律素养对其证明能力的影响二、当事人获取证据的能力对其证明能力的影响第二节 法官评价
能力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一、法官理解和把握法律原理和规则的能力对其证明评价能力的影响二、法官
把握和运用推理判断等认识方法和技巧的能力对其证明评价能力的影响三、法官积累和运用生活经验
的能力对其证明评价能力的影响第三节 当事人证明能力和法官证明评价能力的相互关系一、当事人证
明能力和法官证明评价能力之间的积极关系二、当事人证明能力和法官证明评价能力之间的消极关系
第四节 不同诉讼模式下当事人证明能力和法官评价能力的作用消长一、当事入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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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区别二、不同诉讼模式下当事人证明能力和法官证明评价能力的作用消长第九章 审判权分享机制
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一节 同一法院内部对审判权的分享及其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一、合议庭层面对审判
权的分享及其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二、庭级层面对审判权的分享及其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三、院级层面对
审判权的分享及其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二节 上下级法院之间对审判权的分享及其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一
、上下级法院之间对审判权的分享二、上下级法院之间分享审判权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三节 检察院对
审判权的分享及其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一、检察机关分享审判权的制度安排及其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二、
民事检查监督的实践及其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的实际影响第十章 裁判目的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一节 
裁判目的及其形成因素一、影响裁判目的形成的因素之一：民事诉讼目的理论二、影响裁判目的形成
的因素之二：立法、司法解释和相关政策三、影响裁判目的形成的因素之三：各种利益关系第二节 裁
判目的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一、保护私权之目的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二、维护私法秩序之目的对证明评价
的影响三、解决纠纷之目的对证明评价的影响四、程序保障之目的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五、追求各种利
益之非正当目的对证明评价活动的影响第十一章 裁判方法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第一节 裁判方法概述一
、裁判方法的理论预设二、裁判方法的实践形态三、裁判方法的形成基础第二节 裁判方法对证明评价
的影响一、先寻找法律，后发现事实的裁判方法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二、先发现事实，后寻找法律的裁
判方法对证明评价的影响三、寻找法律和发现事实交错进行的裁判方法对证明评价的影响结束语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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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官可以通过对不同证明标准的把握。来影响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的负担　　
法官可以通过证明评价活动影响证明标准的把握，进而影响当事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
的承担。当法官通过证明评价活动提高证明标准时，当事人主观的证明责任增加，同时，按照客观的
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进行裁判的可能性也增加；当法官通过证明评价活动降低证明标准时，当事人主
观的证明责任降低，同时，按照客观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进行裁判的可能性也降低。　　案件事实
以及当事人的证明活动都是没有具体形状的、不可以有形的尺度进行衡量的对象，法官对当事人的证
明活动进行评价时所依据的内心的标准也是无形的、带有极强的主观因素的东西。因此同一个法官在
对不同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进行评价时所把握的标准以及不同的法官在对同一个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进行
评价时所把握的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上下浮动的。这样必然会影响到当事人所承担的主观
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的轻重。　　1.当法官在证明评价活动中提高自己所把握的证明标准时
，当事人主观的证明责任无疑也会加重，而法官在证明评价活动中降低自己所把握的证明标准时，当
事人主观的证明责任无疑将会减轻。　　对于同样的事实主张，如果法官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来衡量
当事人的证明活动，那么就会要求当事人提供更多的证据资料并进行更加充分的推理说服。这样，当
事人所承担的主观的证明责任将会有所增加。因为满足较低的证明标准的证据资料以及推理和说服工
作，难以满足较高的证明标准的要求。而法官如果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来衡量当事人的证明活动，那
么当事人可能提供较少的证据资料，进行较少的推理与说服工作，就能够满足这个证明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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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运用了类似社会学的因素分析方法，但是结论是分散的，没有统一，而且最终落实到制度层面的
要求，有些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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