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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事证据是进行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正确地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正在
成为广大司法工作者的共识和行动。
但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对刑事证据的认识、审查判断有误，非法收集刑事证据而造成的错案、冤案
也屡有发生。
因此，教育学生确立正确和先进的刑事证据理念，对于各类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提高诉讼
效率，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在刑事诉讼改革的大背景下，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火如荼，相关的刑事证据教学在警察
类院校也陆续开展。
但以往的教学，有停滞在理论知识的梳理介绍层面之虞，针对高职高专学生必备的发现、收集、保全
和运用刑事证据的能力培养还相对薄弱。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编写了这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
本教材以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为原则，针对警察类高职高专院校教学现状及学生特点，突出能够
反映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色和模式，以警察职业核心能力为目标建构教材的内容体系。
力求理论建构的合理化和相关刑事证据知识介绍的简明扼要。
本教材尤其注重强化警察类院校学生应当熟悉掌握的收集运用刑事证据的基本技能，努力体现前瞻性
、普适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培养能力为主旨，重点强调有关刑事证据收集、保全、审查、判断
和运用的操作性内容。
内容主要包括刑事证据的特征、种类、分类，刑事证明，刑事证据的收集与保全、审查与判断，各类
刑事案件证据的特点与表现形式、收集与运用等。
针对当前刑事犯罪的新特点和刑事诉讼活动的改革新走向，教材吸收了“电子证据”、“数字化法提
取刑事证据”等新内容，力求与时俱进。
本教材共七章内容，从刑事证据的重点知识和收集与运用刑事证据的基本技能两大方面进行架构，以
来自公安司法实践的案例导入相关内容，展开叙述，语言浅显易懂，图表简明准确，案例真实生动。
编写中，我们充分考虑到了警察职业特色和警察类院校学生学习的需要，“小资料”丰富实用，“课
堂讨论”易于师生互动，课后“自测练习”有益于能力的培养。
本教材是在2005年国家级精品课《刑事证据学》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建设的。
由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宫毅教授、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姚健教授担任主编，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
校袁经义副教授、赵永柯副教授担任副主编。
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宫毅，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第二章，赵永柯，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第三章，欧阳俊，武汉警官职业学院；第四章，吴谡瑾，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第五章，袁经义，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第六章，姚健，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第七章第一节，张健，内蒙古警察
职业学院；第七章第二、三、四、五、六、七节，安政，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阮国平教授负责本教材的审纲、审稿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王冰同志的悉心指导和河南
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的大力支持，河南省公安厅、郑州
市公安局、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等单位提供了部分案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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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刑事证据》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七章，主要内容包括刑事证据的特征、种类、分类，刑事证明，刑事证据的收集与保全、审查
与判断，各类刑事案件证据的特点与表现形式、收集与运用等。
编者从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收集与运用刑事证据的基本技能两大方面进行架构，采用了
大量的案例导人相关内容，突出警察职业特色，辅以“课堂讨论”、“小资料”、“特别提示”和“
自测练习”等。
内容丰富、重点分明、体例新颖、图文并茂。
　　本教材适合各类警察院校教学、模拟演练、开设培训讲座使用，也适合公安、检察、法院、司法
等系统的干警在实际工作中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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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证据概述第一节 刑事证据的概念一、证据二、刑事证据第二节 刑事证据的特征一、客观
性二、关联性三、合法性第三节 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一、神示证据制度二、法定证据制度三、自
由心证制度四、英美国家证据制度五、中国的刑事证据制度本章小结自测练习第二章 刑事证据的种类
第一节 物证一、物证的概念二、物证的表现形式三、物证的特征四、物证的分类第二节 书证一、书
证的概念二、书证的特征三、书证的分类第三节 证人证言一、证人证言的概念二、证人证言的特点和
意义三、证人的条件四、证人的义务和权利第四节 被害人陈述一、被害人陈述的概念二、被害人陈述
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三、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第五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一、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概念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意义与作用三、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特点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和义务第六节 鉴定结论一、鉴定结论的概念
和特点二、鉴定结论的意义三、鉴定结论的形式四、鉴定人的条件和诉讼权利及义务第七节 勘验、检
查笔录一、勘验、检查笔录的概念二、勘验、检查笔录的意义与特点三、勘验、检查笔录的内容第八
节 视听资料一、视听资料的概念二、视听资料的特点三、视听资料的作用本章小结自测练习第三章 
刑事证据的分类第一节 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一、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概念二、有罪证据的表现形式
三、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特点第二节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一、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概念二、原始
证据和传来证据的表现形式三、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特点第三节 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一、言词证据
和实物证据的概念二、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表现形式三、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特点第四节 直接证
据和间接证据一、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概念二、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表现形式三、直接证据和间
接证据的特点本章小结自测练习第四章 刑事证明第一节 刑事证明的概念和意义一、刑事证明的概念
二、刑事证明的意义第二节 刑事证明的特征一、刑事证明的相对性二、刑事证明的正当性第三节 刑
事证明对象一、刑事证明对象的概念二、刑事证明对象的基本特征三、刑事证据对象的范围第四节 刑
事证明的责任与标准一、刑事证明责任二、刑事证明标准本章小结自测练习第五章 刑事证据的收集与
保全第一节 刑事证据的收集范围一、刑事证据收集的概念二、刑事证据的收集范围第二节 收集刑事
证据的基本要求一、依法收集证据二、收集证据要主动、及时三、收集证据要客观、全面四、收集证
据要深入、细致五、收集证据要依靠群众六、收集证据要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第三节 收集刑事证据
的基本方法一、询问法二、讯问法三、勘验、检查法四、搜查法五、鉴定法六、辨认法七、数字化法
八、其他方法第四节 刑事证据的保全一、刑事证据保全的概念和意义二、刑事证据保全的要求和方法
本章小结自测练习第六章 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第一节 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概念与意义一、刑事证据
审查判断的概念二、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意义第二节 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与步骤一、刑事证据审
查判断的标准二、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步骤第三节 审查判断各种刑事证据的基本方法一、对物证的审
查判断二、对书证的审查判断三、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四、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五、对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判断六、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七、对勘验、检查笔录的审查判断八
、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第四节 刑事证据的排列组合一、刑事证据排列组合的意义二、刑事证据排列
组合的方法本章小结自测练习第七章 常见刑事案件证据的收集与运用第一节 故意杀人案件证据的收
集与运用一、故意杀人案件证据的收集操作要点二、故意杀人案件证据的具体运用第二节 “双抢”案
件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一、“双抢”案件证据的收集操作要点二、“双抢”案件证据的具体运用第三节 
强奸案件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一、强奸案件证据的收集操作要点二、强奸案件证据的具体运用第四节 绑
架案件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一、绑架案件证据的收集操作要点二、绑架案件证据的具体运用第五节 盗窃
案件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一、盗窃案件证据的收集操作要点二、盗窃案件证据的具体运用第六节 毒品犯
罪案件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一、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操作要点二、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具体运用第
七节 合同诈骗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一、合同诈骗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操作要点二、合同诈骗犯
罪案件证据的具体运用本章小结自测练习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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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按照获取手段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把视听资料划分为以下几种：1.录音资料。
是指运用根据声学、电学、化学、机械学等科学原理制成的收录设备，把各种声音客观如实记录下来
，然后通过录放设备播放以再现原始的声迹，从而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
例如，谈话录音资料，一方面以其记录的谈话内容证明讲话人说过哪些话，另一方面以其所反映的讲
话人的语言、语调、音质、音素等声纹特征及谈话的环境信息特征来证明案情。
即使讲话人拒不承认，还可以运用声音频谱分析仪进行声纹鉴定，得出是否同一的结论。
可见，其证明力远远大于其他证据。
因此，人们称录音资料为“会说话的证据”。
2.录像资料。
是指运用根据光电磁原理制成的摄像机、录像机，将事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客观真实情况原
形原貌地记录下来，然后经过播放重新显示原始的形象，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录像资料具有生动、形象的内容，有连续运动着的人物和运动着的背景，可以反映出许多客观情况供
人们观察分析，因此有“会运动的证据”之称。
3.计算机贮存资料。
计算机储存的信息资料是运用计算机储存的图形、数据、符号和其他信息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主
要是指磁化在存储器内的档案材料。
例如，把有前科、有劣迹的人或重点掌握对象的指纹、血型、年龄、职业、籍贯、履历、体貌特征以
及新技术条件下的声纹、眼纹、全息照片等信息资料输入存储器内，可以供司法人员查找取证。
4.运用其他技术设备取得的信息资料。
例如，利用激光技术、空间技术等存储的信息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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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刑事证据》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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