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据要点丛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证据要点丛书》

13位ISBN编号：9787509320464

10位ISBN编号：7509320461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中国法制

作者：郑有培

页数：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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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要点丛书》

前言

在现代社会，随着程序正义价值的日益彰显，证据制度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是否完备及法治
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而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即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证明时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在证据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诉讼性质
结构的不同，决定了证明责任的承担者有所不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方面的许多问题或是没有
规定，或是有规定的又过于原则，致使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当事人举证还是法官判案均难以把握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审判实践中迫切需要
解决的有关证据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从而明确界定了各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有效地指导了当
事人的举证，保障了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官在裁判案件争议时，首先要解决的是是否有证据
证明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关系的存在，然后才能适用相应的法律进行裁判。但在某些情形下，当事人
所主张的事实由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不能证明该事实存在与否时，就发生了法官在此时应当如何
裁判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即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也不能拒绝裁判，而且其裁判后果总是对
其中一方当事人不利。在真伪不明时，法律上规定谁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就是所谓举证责任的分
配。举证责任该如何分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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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要点丛书》

内容概要

《侵权赔偿官司证据收集、认定和运用》内容简介：法院作出裁判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但某一事实能
否成为裁判依据，最终决定于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确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
明力。《侵权赔偿官司证据收集、认定和运用》不仅对侵权证据的基本知识，侵权构成的要素、免责
事由、各项损失等如何证明，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深入探讨，并通过大量的侵
权赔偿典型案例来分析证据运用情况.每篇案例由案情、审判结果、举证指引及技巧提示四个部分构成
。
《侵权赔偿官司证据收集、认定和运用》还收录了实践中侵权赔偿官司常用的法律文书，以便读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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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有培，男，199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曾任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
，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办案能手”；现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
法院民一庭劳动争议合议庭审判长、专家型法官，具有十三年的劳动争议审判实践工作经验，总计审
结劳动争议纠纷二千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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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侵权赔偿官司证据基本知识  第一节  侵权赔偿纠纷证据概述    一、侵权证据的含义    二、侵权
证据的基本特点    三、侵权证据的基本分类及证明方式  第二节  侵权责任构成的证明    一、如何证明
侵权违法行为的存在    二、如何证明损害事实    三、如何证明因果关系    四、如何证明侵权的主观过
错  第三节  侵权免责事由的证明    一、不可抗力的证明    二、意外事件的证明    三、受害人过错的证明
   四、第三人过错的证明    五、职务授权行为的证明    六、正当防卫的证明    七、紧急避险的证明    八
、受害人承诺的证明    九、自助行为的证明  第四节  侵权损失的证明    一、医疗费用损失如何证明    二
、误工费损失如何证明    三、护理费损失如何证明    四、交通费损失如何证明    五、住院伙食补助费
损失如何证明    六、营养费损失如何证明    七、残疾赔偿金如何证明    八、残疾辅助器具费如何证明    
九、丧葬费如何证明    十、死亡赔偿金的证明    十一、财产损害的损失如何证明    十二、精神损害的
证明  第五节  各类侵权赔偿纠纷的举证要点    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纠纷的举证要点    二、适用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侵权纠纷的举证要点    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纠纷的举证要点    四、适用公
平责任原则侵权纠纷的举证要点  第六节  侵权诉讼当事人举证应注意的问题    一、当事人向法院提起
侵权之诉，如何提供证据？    二、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如何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    三、在侵权诉
讼中，如何衡量当事人的举证达到证明要求第二章  典型侵权赔偿案件证据要点提示  第一节  一般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    1.在审理侵权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如何认定？    2.
在侵权纠纷案件中，鉴定结论如何认定？    3.在侵权纠纷的伤残鉴定中，如何根据不同的案件性质确
定鉴定标准？    4.在侵权纠纷案件中，尸检报告的证明力如何认定？    5.在侵权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在
庭外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证明力如何？    6.在卡拉OK包房唱歌时被不明人士打伤致残，受害人应如何向
歌舞厅举证索赔？    7.匿名信件、短信等匿名书证的证明力该如何认定？    8.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
致原告精神抑郁，原告应当如何就侵权事实举证？    9.因物业清洁楼道打滑导致摔伤骨折，仅凭证人
证言是否可以认定侵权事实的发生？    10.当事人自认的证明效力如何？    11.在侵犯名誉权纠纷中，当
事人应当如何围绕诉讼请求进行举证？    12.因被告禁止安装防盗网，小孩自阳台摔下死亡，原告如何
举证索赔？    13.在侵权纠纷中，因果关系的证明思路如何确定？    14.原告被人骑自行车撞倒受伤，应
当如何就医疗费、护理费的主张进行举证？    15.原、被告互殴致左手臂骨折住院，如何就误工费损失
进行举证？    16.亲属遭人殴打死亡，原告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如何举证？  第
二节  一般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17.在相邻权纠纷案件中，勘验笔录的证明力该如何认定？    18.停车场发
放的停车卡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证明力如何？    19.在财产侵权纠纷案件中，专家证人的证明力该
如何认定？    20.车辆在交通事故中受损，受害方主张车辆的贬值损失并申请评估鉴定，在评估中应当
注意什么问题？    21.网上商务交易中被诉侵害他人权益，被告如何就网上交易时没有主观过错进行举
证？    22.相邻关系中的不可量物侵害该如何举证？    23.银行卡盗刷纠纷案件，受害方如何举证？    24.
消费侵权纠纷中，消费者主张其权益遭受侵害，举证时应当注意什么问题？    25.在财产侵权纠纷中，
对损害后果中的可期待利益应当如何举证？    26.侵权纠纷中如何就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举证？    27.在
损害赔偿纠纷中，补强证据规则应该如何运用？    28.在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优势证据规则应该如何
运用？    29.紧急避险的免责事由该如何举证？    30.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如何举证？  第三节  特殊侵权
纠纷    31.热水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爆炸，政府机关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能否作为索赔依据？    32.因使
用“奥美定”产品隆胸导致双乳切除，国家停止该产品使用的公告能否作为产品存在缺陷的证明？   
33.被告倾倒污水致使原告鱼塘饲养的鱼群大量死亡，其已领取排污许可证的事实能否作为免责依据？ 
  34.路面施工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汽车驶入路面的施工土坑内发生意外致人死亡事件，交警作
出的责任认定能否作为施工方免责的依据？    35.职务侵权的举证思路是怎样的？    36.楼上抛掷物品致
人损害但无法确定物品抛掷人的，受害人如何举证索赔？    37.原告因逗引餐馆员工饲养在天台的藏獒
而受惊坠楼死亡，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38.原告停放于停车场的车辆被大厦的广告牌坠落砸坏，如何
举证索赔？    39.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认定视听资料的效力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40.因见义勇为救
助他人而伤亡，救助者或其家属如何举证请求受益人给予补偿？第三章  侵权赔偿官司常用法律文书   
1.限期举证通知书    2.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    3.驳回调查取证申请通知书    4.证人出庭作证通知书   
5.出庭通知书    6.不予准许延长举证期限申请通知书    7.驳回证据保全申请通知书    8.调查笔录    9.证据
交换笔录    10.证据保全裁定书    11.鉴定委托书    12.委托鉴定申请表    13.预交鉴定（评估）费用通知书  
 14.准许重新鉴定申请通知书    15.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申请通知书    16.撤销原决定的复议决定书    17.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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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准许调查收集证据申请复议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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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要点丛书》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在产品责任、医疗纠纷、环境污染、高度危险作业等特殊侵权案件中，由于双方当事人
的认识水平和诉讼力量存在明显的差距，证据材料几乎都为被被诉实施加害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所掌握
，原告很难确切证明被告的过错程度、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仍一味坚持较高
的证明标准，将不利于受害者权益的保护。因此，《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对此予以明确规
定，将对过错行为和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从而缓解了原告的举证困难问题。但是，这种
证明责任的转移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原告对特定的专业知识的证明很困难
，但被告也较难证明该事实。比如，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被告排放的污水是否为原告放养鱼类等
生物死亡的原因，双方当事人都很难证明，即使专家鉴定人也未必完全解释因果关系的发生过程及原
理。这时候，就应当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以体现法律对这些被侵权人的特殊保护，同时也是为
了抑制此类侵权行为的发生。具体而言，证明的方法是当事人利用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就一重复出现
的典型事项，由一定客观存在的事实，推断某一待证事实必然发生，就应认定完成举证。第二，对于
涉及侵害婚姻、家庭、生命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侵权纠纷案件，以及在诉讼中涉及当事人民事行
为能力的认定、当事人诉讼主体的认定的案件，因该类案件不仅与当事人利益休戚相关，而且或涉及
人类情感的最基本价值观念和公序良俗原则，或涉及当事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故应采信更高的标准。
从客观条件来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DNA鉴定技术、各类专业鉴定方式等，也为采取更高的证明
标准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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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赔偿官司证据收集、认定和运用》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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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够系统，过分简约，有点浅薄了。
2、好好研究 好书
3、能学到很多东西，初出校门，有豁然开朗之感，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
4、有案例与分析，值得一看。
5、本书内容充实，讲解详细，系统性很强。最主要是因为本书是一线的法官编写的，而打官司不仅
要打证据，还要理解法官是如何判案的。里边的部分讲解很有见解。
6、介绍侵权责任案件的一些证据，比较 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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