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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证据规则应用》

前言

古往今来，公正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和司法的永恒主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维护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维护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为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
力，是新时期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呈现
出主体多元、数量多发、诉求多样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进
入司法领域，社会对司法的需求及对公正的期待日益增强。司法公正应该是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形
象公正的有机统一，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我们既要注重司法的实践性，即通
过对每一个具体的案件明是非、断责任、解纠纷，来实现司法的基本功能；还要注重司法的思辨性，
即立足审判实践，加强理性思考，使每一个司法个案的解决，既符合政治方向又符合法律规定，既体
现法律精神又体现社情民意。这就要求新时期的人民法官应当是具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娴熟的司法
能力和精湛的法律素养，能够不断适应司法新形势，解决司法新问题，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充满睿
智的群体。早在2004年，上海法院就曾编写了《法官素养与能力培训读本》，作为全市三级法院法官
集中系统轮训的教材，该书为提高上海法官的司法能力、规范司法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新的
形势和任务需要人民法院在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新的思考和新的作为。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在借鉴《法官素养与能力培训读本》编写经验的基础上，组织编纂《法官智库丛书》，其编
纂出版的过程，是法官智慧集聚和传承的过程，是法官的法学素养、司法技能与司法经验自我总结提
高的过程，也是法官的知识储备自我更新的过程。“丛书”的出版将有利于法官群体互相学习、互相
借鉴、共同提高，以造就一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法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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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证据规则应用》内容简介：《法官智库丛书》是一套实践型开放性的学术著作，由上海市三级
法院审判经验较为丰富的资深法官编写。“丛书”素材虽多取自于上海法院审判之实践，研究视野却
不囿于上海之一域；目标虽着眼于服务司法实践、社会公众之需求。研究内容却不局限于实证之分析
。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深度和理论研究成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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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司法被动原则在证据规则中的适用：法院调查证据的有限职权主义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证据问题，
对证据材料的调查收集是证据制度乃至整个诉讼机制运行的基础。证据收集问题对于民事纠纷解决的
基础性与重要性，决定了诉讼参与各方都有获取证据的义务。根据诉讼各方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权限
与范围的不同，形成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不同的证据调查模式。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诉讼
中应调查的事项由当事人决定；相反，职权主义模式则强调法院在证据收集调查中的主导地位。我国
长期以来奉行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证据适用中，过分强调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从而忽视
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这不仅大大降低了诉讼效率，也使得法官同时扮演着证据调查者和证据审
查判断者的双重角色，极易产生先人为主的观念，与司法被动原则和程序公正的要求有所不符。随着
我国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对当事人主义的吸收，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弱化法院在证据收集活动中的职
权性与主动性，确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证据调查模式，使当事人的举证活动成为民事诉讼中证据的重
要来源，已成为符合民事诉讼价值要求的理性选择。首先，当事人作为争执利益的主体和纠纷的亲历
者，最有动力也最有可能调查收集到与案件有关的证据资料，而在双方当事人充分的攻击和防御之中
，法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真实。其次，当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时候，如果是当事人自己负责调
查证据，那么，他对由此造成的败诉责任也更容易接受。最后，当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维
护者，因此由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是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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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长宁区人民法院
的资深法官撰写。他们对证据理论有较深入的研究，对证据规则的应用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白天须
完成开庭、撰写裁判文书等繁重的办案工作，因而只能在晚上加班加点。从资料收集和整理、各部分
撰写或编写，到统稿和定稿历时一年时间，他们为本书的编撰付出了大量心血。参加本书撰写的有（
按编章节顺序排列）：徐川（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至三节、第三至七章）、顾鸣香（第一编第
二章第四、五节）、杨俊和韩峰（第二编第一、二章）、孙海峰（第二编第三章第一、二节）、胡桂
霞（第二编第三章第三节 、第四编第三章）、邹碧华和杨以生（第二编第四章）、刘力（第三编）、
周宜俊（第四编第一章）、余冬爱（第四编第二章 第一节）、刘亚玲（第四编第二章第二节）、钱晓
峰（第四编第四章）、吴登楼（第四编第五章第一、二节）、王建平（第四编第五章第三节）、朱川
（第五编第一章）、胡国均、王建平和孙海峰（第五编第二章）、章晓琴（第六编第一章）、侯欣琳
（第六编第二章）、邹碧华、高琼和李一萌（第七编），本书由邹碧华审核定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研究中心主任章武生教授、华东政法
大学法律学院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武胜建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傅鼎生教授给予精心指导和热心帮助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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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证据规则应用》编辑推荐：法官智库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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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法律实务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这本书刚收到，内容随便翻了翻，还不错，对法律界人士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虽然理论性偏强，但是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4、书有点过时了
5、一拿到手就看了起来、很不错，都是一线操作的实务
6、还好还好好好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7、工具书嘛，还算比较全的了
8、打官司得讲证据。
9、工具书，提高办案水平
10、此书不错，作为办案之用！
11、刚开始看时并不觉得怎么样，越往后看越入佳境，很好的一本书
12、法律实务者必备的参考学习用书。
13、仔细看还可以
14、发货很快 内容不错
15、帮同事买的，他感觉理论偏强
16、最好再多一点实务的内容
17、又不乏理论深度
18、这本书买来后看了，就是书有很多页数是重复的，感觉有点不好。
19、因为是分章写作，有些章节写的不错，实用性和理论性都讲得比较透彻。有些章节就套话过多，
可以跳过不看。书整体是对证据规则的入门讲座。建立知识体系。值得一看。
20、实用好帮手
21、书的内容挺丰富的，内容像大学教科书，缺乏实践的指导
22、这本书对年轻律师怎么运用证据起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23、书很好，正版，送货也很及时，就是有一本稍稍有点压皱了。不过还不错，买到了想要的书。
24、理论性较强，阐释很细致，这本书很多网站都缺货了，买到很不容易
25、书到了，可惜最近太忙，只是大概翻了一下。但感觉有点学术性，实务性不太强。
26、不仅具有理论深度，而且能够结合审判实践，队员法官来说，尤其是向读者这样的初任法官来讲
，受益匪浅，对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和审判能力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27、对法律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看看这本书，相信对《证据规则》的再认识、对审理程序的再把握，会
更上一层楼。
28、该书从法官的角度解读证据规则的适用，理论性较强，比较适合对该方面有研究的法律工作者。
29、是值得学习的一本好书
30、是一部适合法律工作者阅读的书，值得一看，看完受益良多
31、有理，不一定赢官司，为什么？
32、这本书理论性强，又能结合实际，不错。
33、很受启发，理论性偏强
34、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很实用
35、送货很及时，包装也不错。
36、很实用，指导性强，赞！
37、看了一章，说鉴定结论的，还好。
买给lp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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