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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前言

证据及其相关制度，是诉讼法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涌现了大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证据问题的重要性，与司法公正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过程，本质上由取证、
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活动构成，从诉讼的开始，到裁判的作出，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近年来的司法
实践表明，冤假错案的产生，多数情况下归因于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采信中存在偏差。因此，开
展证据法学研究，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诉讼法学界，关于
证据及其制度相关问题的争论颇多。如：什么是证据？证据具有何种本质属性？如何评价自由心证制
度？证人应否具有特免权？鉴定机构应否中立？证明责任由谁负担？如何理解证明标准？等等，都存
在分歧。传统教科书与现代教科书不一，现代教科书之间也存在差异。这种状况的存在，实质上一定
程度地影响了人们对证据法学科学性的认识。为此，我们组织了全国部分法学院、系在证据法学领域
的中青年教师力量，编写该教材，力图做到知识精准，内容前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教材由中国
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从事证据法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人员共同编写，由陈卫东和谢佑平教授统
稿，可供各高校法学本科教学使用。本教材作者编写分工如下（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陈卫东（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一章。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第二章
、第十七章。谢佑平（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章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第四章、第五章。洪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第六章。李建明（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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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内容概要

《证据法学》共分为四编二十二章。第一编为绪论，主要概述了证据法学的学科体系、证据法学的理
论基础以及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第二编为证据论，主要介绍了证据的基础性知识，包括证据的
概念、特征、功能、意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据规则的体系和内容，并按照法定的证据分类
形式，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各种类型证据的特
征及其运用规则作了介绍。第三编为证明论，主要介绍了证明制度、司法认知与推定、证明对象、证
明责任、证明标准等基本理论与制度。第四编为应用论，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取证制度、举
证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进行了系统阐述。《证据法学》整合了我国主要法学院、系在证据法学
领域优秀中青年教师的最新教学和科研成果，具有知识精准、内容前沿、信息丰富、结构合理、逻辑
严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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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作者简介

陈卫东，男，山东蓬莱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
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业务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北京市诉讼法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深圳市人民
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第二人民检察分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海淀区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河
北大学、湘潭大学、上海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1999年被评选为
北京市优秀青年法学家，2001年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8部，主编、参编各类教材、著作50余部。
谢佑平，男，湖南宁乡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
会干事；华东政法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培训中心客座教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上海市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出版专著 8部，参编教育部、司法部统编教材8部，主编教材6部。教学成果《
诉讼法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1997年获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刑事诉讼法教材与教学方法改
革》1997年获司法部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刑事诉讼法学》（上、下）2002年获司法部优秀教材一
等奖和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1999年获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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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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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证 据 论
第四章 证据概述
第五章 证据规则
第六章 证据的分类
第七章 当事人陈述
第八章 证人证言
第九章 物证
第十章 书证
第十一章 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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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章节摘录

一、与证据取得和证据运用有关的法律规范证据法是指与诉讼中关于证据取得与证据运用有关的法律
规范。从广义上说，证据法包括诉讼证据法和非诉讼证据法。前者又包括民事诉讼证据法、刑事诉讼
证据法、行政诉讼证据法；后者包括仲裁证据法和公证证据法等。但由于证据在各种诉讼活动中的运
用最为广泛，也最具有代表I生，同时，各种证据规则大多产生于诉讼制度的发展进程之中，所以一般
所说的证据法仅指诉讼证据法，而不包括非诉讼证据法。本书所研究的亦是这种意义上的证据法。证
据法律规范，就实体与程序而言，既应包括实体法规范，也应包括程序法规范。证据法在法学中具有
何种性质，在学界尚存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证据形成于案件过程，取得于诉
讼过程，这种情况决定了证据法既具有实体法意义，又具有程序法意义。从发现证据的过程看，证据
法接近于程序法，但从证据的效力看，其作用又在于确认实体权利关系，因为证据的作用主要在于确
定案件事实，而案件事实是个实体法问题，所以，证据法又具有实体法的色彩。实际上，证据法既不
属于实体法，也不属于程序法，它具有独立的性质。这种意见认为，证据法问题，既涉及实体法，又
涉及程序法，因而具有特殊的双重属性，应独立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外，成为一种特殊的形式来加以
研究。这种观点看到了证据法的程序与实体兼具的特点，有其合理之处，但从证据法的内容来看，更
多的是程序规则。第二种意见认为，证据法系程序法。此说为通说。其主要理由是：（1）证据法主
要是涉及对案情的认定，即从审判上确认法律事实的规则①。证据法律规范，就涉及的诉讼阶段而言
，既包括庭审前阶段有关证据取得的法律规范，也包括庭审阶段有关证据运用的法律规范。在庭审前
阶段，证据法律规范主要围绕证据取得问题--谁有权（力／利）以何种方法从何处取得何种证据？在
此主题的涵盖下，囊括了有关物证、书证、人证等证据种类，及各种证据的收集与呈现方式，如搜查
、扣押、鉴定、勘验、检查、辨认、询问、讯问等的规定。在庭审阶段，证据法律规范主要围绕有关
证据运用问题--谁有责任证明何种事实至何种程度？在此主题的涵盖下，囊括了有关证明对象、证明
责任、证明标准、严格证明、自由证明、推定、司法认知等的规定。而严格证明又涉及证据能力概念
（即可采性+庭审调查程序），证明标准又与证明力概念紧密相连，与这些重要概念相应的规范也正
逐步发展完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证据法律大体都可以分作两大块，分别规范两阶段。当然，由于
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两阶段的法律发展并不平衡。大致而言，传统上，大陆法系的证据法律主要
包含在诉讼法中，更重视庭审前阶段；传统上，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律多独立存在，更重视庭审阶段。
近代以来，大陆法系的证据法律对庭审阶段日趋重视，其中尤以德国为代表；英美法系对庭审前阶段
的重视也悄然兴起，英国有多部侦查与证据法即为突出例证。由于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影响，我国
有关诉讼证据法律的内容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证据有关的司法解释当中。二、与证据取得和证据运用有关的立法、司法实践
对目前中国而言，研究证据法，万万不可忽视有关证据立法的研究。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中
国历史上证据法非常不发达，迄今为止的法制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固有法律中证据法律很少，偶尔
有，也仅只言片语，远远谈不上严谨、系统、完善；建国后引进的前苏联法律，因过分重视政治成分
，忽视科学成分，也没能提供多少证据法的科学传统，因为没有多少证据立法的传统经验可以借鉴，
我们要更为重视别国的立法经验。其次，因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等原因，各国证据法律差别极大；晚
近以来，虽有互相学习的趋势，但从整体框架到细微规则均有重大差别，且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我
国如欲建立一些既能满足当前需要又能适应未来变迁的证据法律，不可不斟酌别国立法经验之优劣以
资借鉴。遵循一定的法律规范取得证据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从来都是中外诉讼中的重要实践活
动。美国一位著名的大法官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其立论并非否定法律
在逻辑上的特性，而是突出强调了经验对于法律的重要性，这种经验的源自司法实践。

Page 6



《证据法学》

编辑推荐

“博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精品教材的品牌标志。“博学·法学系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高
校的著名法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由上述高校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夏门大学
、中山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南昌大学、湘潭大学、兰州大
学、上海大学等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选派的资深教授、副教授联袂参编，作者权威，阵容强
大。在内容和体例上，既注重保留传统教材的精华，又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一套面向21世纪、反
映我国当今法学教育最新状况的高品质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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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

精彩短评

1、作为一本证据学的启蒙教材,还是比较合适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实证分析和案例缺乏
2、考试用的书，还不错！有人要吗，本人8折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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