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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引用的学术资料与立法资料大多为在21世纪出版和颁布的一些论著与法律文本。
《证据法学：问题与阐述》作者在概括、梳理证据法学研究主要学说的同时，也对相关重要立法问题
和理论问题进行了自己的阐述和研究。
《证据法学：问题与阐述》成书时正值《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
初稿完成时，《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刑事诉讼法》何时能够修改定稿，当
时尚不可知。
因此，各位作者在撰稿论述国内部分时仍然大多依据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正在《证据法学：问题与阐述》准备付梓之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审时度势
，对书稿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经过各位作者的不懈努力，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对《证据法学：问题与阐述》所涉及的我国刑事证据制
度方面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整理和更新，务求使《证据法学：问题与阐述》与现行法律保持一致。
当然，《证据法学：问题与阐述》旨在对证据法学及其实践问题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很多内容都
是基于对现行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批判，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实践影响不会因法律文本
的修改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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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青，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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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然刑事证据规则与民事证据规则的差异较大。
（一）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制度概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市场经济的机制和因
素引入我国的经济活动之中。
一些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逐渐产生，《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被提上议事日程。
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颁布实施。
该法在证据制度上对原试行《民事诉讼法》作了一些修正。
①这些修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现行《民事诉讼法》改变了当事人举证责任方面的规定
，在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后，接着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
，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这两款规定相结合，可知立法上对原来要求的法院负责全面查证的制度作出了调整。
法院的诉讼任务已经从全面查证向全面核证转化，法院原则上已不具有调查取证的职权或责任，至少
法院的依职权调查取证已经不处在主导地位，但是，这一规定和调整并没有完全否定法院的调查取证
权和查证义务。
该法在以上两款中间还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
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这充分说明，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还有调查证据、收集证据.获取证据的职权，只是，相对试行《民事诉
讼法》而言，现行《民事诉讼法》极大地缩小了法院查证的范围。
法院查证范围缩小了，或者法院查证的职权弱化了，同时便增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所谓的举证责任制度。
这是举证责任制度第一次被引入我国诉讼法制中。
举证责任制度的确立，引起了我国民事诉讼结构以及诉讼制度的深层变化。
这种变化从另外一个方面佐证了举证责任制度在整个诉讼体制中的杠杆作用与核心作用。
第二，现行《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证据的质证制度和质证程序。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而试行《民事诉讼法》仅规定证据应当“出示”。
在证据出示制度之后加上一个证据的质证，其意义是深远的。
因为“出示”仅仅贯彻了公开原则，而“质证”则将对抗制因素引入诉讼程序中。
在质证制度的运作中，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到了呈现，当事人由传统上的诉讼客体变成了现代意
义上的诉讼主体。
不仅如此，质证制度的确立，为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进一步改造，以及对证人交叉询问制度的引进，
都奠定了立法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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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法学:问题与阐述》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证据法学的基本问题及近年热点进行了分析阐述。
作者（叶青）在概括、梳理证据法学研究主要学说的同时，也对相关重要立法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
自己的阐述和研究。
一则是作者多年来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二则也为法学专业研究生选读证据法学课程提供一个基本的学
术规范体系；三则通过本书反映证据法学学术前沿性、问题的争议性、视野的国际性的特点，以此培
养与提升研究生们的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本书引用的学术资料与立法资料多为21世纪出版和颁布的一些论著与法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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