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事证明标准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事证明标准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11098860

10位ISBN编号：7811098865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人民公安大学

作者：李玉华

页数：16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刑事证明标准研究》

内容概要

《刑事证明标准研究》首次将主体间性理论引入对诉讼主体及其权利构成的理论辨析中，解析了被追
诉人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却权利缺失的悖论。作者将被追诉人的主体性区分为内向性和外向性，概括了
被追诉人的三大主体性特质，以函数公式的形式分析了影响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的变量因子，论述了
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的构成原理，提出了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由元权利、程序生成性权利构成的主张
。《刑事证明标准研究》将最终旨归落脚于法律文化的重塑上，指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自主的法
律文化才是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最坚实而丰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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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玉华，1972年11月生，河北行唐人。1995年、2001年、200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法
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9月至2007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教授。曾主持国家课题1项、省部课题2项，参加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在《政法论坛》、
《现代法学》、  《诉讼法论丛》、《人民检察》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加撰
写、翻译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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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方法第一章　刑事证明标准概述　第一节　刑事证明和刑事证明
的主体　　一、刑事证明的特点　　二、刑事证明的概念与证明主体的范围　第二节　刑事证明对象
　　一、案件事实说　　二、争议事实说　　三、法律要件事实说　第三节　刑事证明责任与证明职
责　　一、国外的证明责任与证明职责　　二、我国的证明责任与证明职责　第四节　刑事证明标准
　　一、对刑事证明标准概念的不同认识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界定第二章　刑事证明标准的历史
沿革  第一节　神示证据制度下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神判的方式　  二、神示证据制度下的证明标准
　第二节　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历史沿革　　一、知情陪审团时期的刑事证明标准　　二、不知
情陪审团下刑事证明标准的发展　第三节　大陆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历史沿革　　一、早期纠问式诉
讼制度下没有明确的刑事证明标准　　二、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自由心证制度下
的刑事证明标准  第四节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历史沿革　　一、我国古代的刑事证明标准　　二、
清末改制到建国前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确立第
三章　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之一：认识论　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与认识论　　一、
经验主义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影响　　二、实用主义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影响　第二节　我国的刑事证明
标准与认识论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影响　
第三节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中认识论的争论　　一、认识论能否作为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　　二
、诉讼中的正确认识是否是真理　　三、主观如何符合客观　　四、如何对认识的真理性进行检验　
⋯⋯第四章　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之二：价值论第五章　刑事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第六章　刑事
政策与刑事证明标准第七章　推定与刑事证明标准第八章　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表达第九章　刑事证
明标准的差异性第十章　确立刑事证明标准判例指导制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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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诉讼证明标准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问题，在证据制度中
居显要位置。中外学者都对此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与探索。西方国家对于证明的盖然性已经形成共识，
在立法上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但是对证明标准的研究并没有停止。
因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表面上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微妙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于那些
必须向陪审团解释其含义的法官来说尤其困难。”现在西方国家对证明标准的研究主要是从事实认定
者的角度去研究。例如，德国学者对盖然性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卡尔纳普、司特穆勒、埃思勒等学者
区分了主观盖然性、客观盖然性和逻辑盖然性；哥特瓦尔特还把盖然性分为作为心理学日常理论的经
历盖然性和确切盖然性。美国学者巴巴拉·J·夏皮罗1991年发表了《“排除合理怀疑”与“可能性”
——对英美证据法的历史透视》；罗伯特·莎摩尔1999年发表了《在司法事实认定中的形式法律真实
与实体真实》；阿西尔·莫兹2000年发表了《事实、法律和历史》。此外，西方学者还研究了概率论
在事实认定中的运用，例如格雷·L·威尔士l992年发表了《纯粹的责任统计证据：主观盖然性是否足
矣？》；布莱恩·史密斯1996年发表了《陪审员对概率证据之运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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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证据研究的国内前沿作品
2、平邮平邮，我等到花儿也开了！！！
3、还没看应该是正版那
4、数的质量挺好 满意
5、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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