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据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证据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275889

10位ISBN编号：7040275880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

作者：李浩

页数：394

字数：4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据法学>>

前言

法学教材已经告别了“统编教材”一统天下的时代，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期。
多元化必然带来竞争，在各种教材激烈竞争的新时期，任何一本教材，要想得到读者的认同，就必须
要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教材编写的创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证据法学》，既反映了新时期法学教材多元化的特点，又展现了自身的特色
。
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学分社“应用型”教材的创意，本教材在编写上力求有所创新。
与同类教材相比，本教材有以下特点：（1）体系完整、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繁简得当；（2）充分
考虑证据法学这门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把证据法理论、证据规则与诉讼中运用证据的法律实务结合
起来，用案例引出原理和规则，用原理和规则解说案例；（3）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在每一章中，
都安排了相当数量的案例，既有针对知识点的相关案例，又有指导学生分析的引导案例，还有供学生
测试的练习案例，注重培养读者的法律思维。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都是长期讲授诉讼法学和证据学的教师，他们的具体分工是（以参加撰写章节的先
后为序）：李浩  第1、7、9、10章；吴宏耀  第2、3、8章；蔡虹  第4～6章；廖中洪  第11～13章。
尽管本书的作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难免有不少不足之处，对本书中的缺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以便将来修订时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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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以往法学专业统编教材不同，《证据法学》的编写力求有所创新，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与同类教材相比，《证据法学》具有以下特点：(1)体系完整、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繁简得当；(2)
充分考虑证据法学这门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证据法学》将证据法理论、证据规则与诉讼中运用证
据的法律实务结合起来，用案例引出原理和规则，用原理和规则解说案例；(3)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注重培养读者的法律思维。

本书在每一章都安排了相当数量的案例，其中既有针对知识点的“相关案例”，又有指导学生分析的
“引导案例”，此外还有供学生测试使用的“练习案例”。
本教材由李浩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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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浩，1951年11月出生，江苏省吴江人。
1985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市法学会
副会长。
代表作品主要有：《民事证明责任研究》（独著）、《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独著）、《中国民
事诉讼执行法》（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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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证据（一）证据的概念证据一词不仅经常在诉讼中出现，而且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证据问题，需
要用证据去证明某个结论或某种假定，因而对证据概念的界定，既可以从宽泛的生活层面去界定，也
可以着眼于诉讼去界定。
在日常生活中，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某事物真实性的有关事实或材料”①。
“证据就是为了确定某一个事实的真实情况（或某一文件的存在）所使用的手段。
”②在法律中，证据被界定为：“事实、从事实中推论出的结果及陈述。
这些事实、结论和陈述有助于法院或其他调查主体确信某些尚不知道但正在调查之中的事实和情况。
”③也有对证据定义做简单明了界定的，即“证据是法律用语，是法官在诉讼上为了获得资料确定判
决基础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④证据是指“在审理中所展示的证明材料。
证据提供了争议事实得以确定的基础。
”⑤我们认为，从诉讼的角度说，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这些事实既是被当事
人用来向法院证明他们所主张的事实，又是被法院用来作为判决中认定事实的依据。
在证据理论中，还常常使用证据材料这一概念。
证据材料与证据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证据材料，是指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或者法院依职权收集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材料
。
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也是法院认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的根据。
证据与证据材料的联系表现为：证据来源于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是证据的初始形态，离开了诉讼中出现的各种证据材料，证据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它们之间的区别表现为：首先，证据材料只是为了证明目的而提出的各种材料。
这些材料中有的符合证据的条件，能够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有的不具备证据条件，不能作
为证据使用。
证据材料成为诉讼证据，需经过质证，还要经过法庭的审核和认定。
其次，证据材料出现在诉讼中较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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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法学》：中国法学教科书·原理与应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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