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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仅有助于解决当事人的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
，从而塑造出“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诉讼证明架构。
对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明及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当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且属于调整、评断当事
人诉讼行为的一个具有核心性质的议题。
与职权探知主义建构下所涉及的人身关系案件证明模式所展现的法院职权干预相比较，辩论主义建构
下所涉及的财产关系案件的证明模式，强调当事人的证明行为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并且尽可能地与法
院的职权干预主义划清界限。
在这种前提条件拘束下，迫使当事人不得不面对其在诉讼上的主张而成为提供证据的唯一主体，并直
接担当和忍受来自客观外在世界的压力。
这一程序设计体现的是自近代以来立法和法理对诉讼正义的理解与诠释。
也就是说，在诉讼上，一方当事人提出何种诉讼请求以及依据何种事实主张，完全是该方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他人不得干预，并且，该方当事人应当对其事实主张负担证明责任。
在该方当事人经法院判定无法有效履行其证明责任时，将承担不利的诉讼效果。
但是，当一方当事人在证明行为上所面临的危机与风险并非来自客观外在世界，而是来自对方当事人
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致或者诉讼外第三人的这类行为所致时，应当如何看待这些行为对法院裁判的公
正性所造成的影响，立法者以及司法者应当如何回应这种局面，同时，学者又应当如何将它作为一种
全新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加以诠释，这些问题对人类原有的诉讼正义观念形成了冲击与挑战，同时
又为推动人类社会对于诉讼正义的发展与进化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在实务上，鉴于有关事实及证据材料因构造上的分布极不均匀，导致在个案当中常常出现事实和
证据材料偏在于并非举证人一方支配领域并使其沦为证明妨碍人的情形，妨碍人往往采用不当手段为
举证人利用证据实现其合法权益制造障碍，这种恶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不仅仅侵犯了相对一方当事人的
诉讼权利与合法利益，而且还严重限缩和制约了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发现事实真相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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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仅有助于解决当事人的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从
而塑造出“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诉讼架构。
但是，在实务上，鉴于有关事实及证据材料的分布极不均匀，导致在个案当中常常出现事实和证据材
料偏在于并非举证人一方支配领域并使其沦为证明妨碍人的情形。
鉴此，近几十年来，一些先进的法治国家通过对传统辩论主义的改造，在借鉴早期经验的基础上相继
创设了现代意义上的证明妨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内在缺失。
证明妨碍制度的创建属于一项系统工陧，对此，我国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学理方面基本上属于空白
状态。
基此，本书对证明妨碍制度的基本法意、当事人证明协力义务的设置、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适用证
明妨碍的法律效果以及亲子关系纠纷案件中证明妨碍问题等方面，分为六章加以深入、系统探讨。
在本书中，作者广泛借鉴两大法系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司法判例及理论学说，并且结合我国审
判实务，为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该专著至少在国内尚属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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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被妨碍证据或证据方式的重要性则涉及因被妨碍证据未能加以举证是否对被妨碍人造成不利的
裁判后果，它与证据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同时作为构成证明妨碍的客观要件。
其中，被妨碍的证据或者证据方法通常应当同时具备主要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基本特征与性质，从而使
其与辅助证据及间接证据不同，对此，应当由被妨碍人负担相应的主张责任及描述责任或者证明责任
，使法院产生相应的内心确信。
只有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才有可能考虑到妨碍人的主观归责性问题。
假如被妨碍人无法使法院就在客观上是否存在某一特定的被妨碍的证据或者证据方法形成某种内心确
信，在此情形下，妨碍人的主观归责性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虽然不能苛刻地要求被妨碍人对被妨碍证据或证据方式所涉及内容进行精确、
具体的描述或者证明，但至少应使法官在大体上产生一种类似内心确信的印象，可见，对此事实所负
担的主张责任，在与之相应的证明度上应当予以适度降低，在考虑降低的幅度上，应与妨碍人的主观
可归责性相联系。
也就是说，凡妨碍人在主观上系属故意时，可考虑大幅降低对被妨碍人在证明度上的要求；凡妨碍人
在主观上系属重大过失时，可考虑相对大幅降低对被妨碍人在证明度上的要求；凡是妨碍在主观上系
属一般过失时，可考虑适当降低被妨碍人在证明度上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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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法律的正义应当更多地体现在程序上的正义，这是因为，实体上的正义往往
无法自动实现，诉讼上的公法属性为法院的司法能动性与程序上的权威性注入了活力。
　　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肇因于证明责任分配法则内在机制的疏漏导致证明妨碍情形
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使得人们愈加意识到，仅仅依靠证明责任分配法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裁
判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因此，创设诉讼证明妨碍制度并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此建立起法院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
互之间的新型诉讼法律关系，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性选项。
在这种总体架构下，当事人在程序上所承受的诉讼义务在公法属性的语境下被得以重新诠释，为尽可
能地发现真实或者接近真实，以便实现社会实质性的正义创造了必要的提。
 ——毕玉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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