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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般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使用证据，在法律事务当中，证据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首先，证据是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
进入诉讼的当事人都希望从有利于己的方面解决纠纷，而是否掌握充分的证据，常常直接决定着诉讼
的胜负。
当事人要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依靠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
其次，证据是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进而及时审理案件的基础。
法院判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就是以证据所证明的法律事实为
依据的。
有争议的案件事实发生在诉讼之前，法院无法事先知晓，这些事实也不会在诉讼之时重现于法庭。
在诉讼中，由于利害关系的对立，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各执一词。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要查明真相，必须凭借证据，通过证明活动确认案件事实，依据法律规定作出最
终裁判。
　　可见，证据发挥着促使一般普遍性、抽象性的法律转化为具体个案适用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从
而也使立法设计的一般公正价值转化为具体案件处理上的个别公正，进而实现立法的目的。
　　诉讼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过程：当事人各方收集证据，法官依证据认定案件事
实。
在诉讼中，各方按照法律规则进行取证、采证、质证、认证的活动一一构成证明，证明的过程就是对
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
　　我国属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强调法官的内心确信原则，有关证据和证明问题的规定相对较少
，法律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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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国内本领域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中青年专家、学者编写而成，既阐述了证据法
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也兼顾介绍了相关法律程序方法。
内容包括：证据法学的性质和证明制度的发展历程；证据概念内涵和证据的种类、分类；证明的原则
和证明规则等。
本书适合政法院校(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阅读和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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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证据法学的性质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证据法学的性质　　证据法学作为法学体系
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法学，由于涉及领域广泛，内容众多，使得这门学科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一般部门
法学，而更具有复合和交叉学科的特征。
从总体上来说，证据法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如何运用诉讼证据和有关法律规范的学科，它既涉及有关实
体法问题，也涉及有关程序法问题。
　　从证据法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证据法体系非常庞杂，其内容涵盖于多
种法律之中，包括各类诉讼法以及刑事、民事等实体法律当中。
随着各国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逐步分离，证据法首先作为程序法的组成部分产生
和发展起来。
由于证据法与程序法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因而学者们也多倾向于把证据法视为程序法。
　　例如，19世纪初，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在其《司法证据原理》一书中就是从程序的角度来阐述证
据法问题的。
他强调：程序法的直接目的是保障公正的判决，即把有效的法律正确地适用于案件事实；其间接目标
是尽量减少痛苦、花费和时间延误。
实现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方法要以实用为基础，而追求裁判的真实性应该放在首位，即强调：“证据
是司法公正的基础。
”而为了正确地运用证据，就应该采用良好的证明方法——即让纠纷双方面对面地陈述理由并且允许
相互质问——此亦即英美证据法之核心内容的“交叉询问”制度。
此后，19世纪晚期的英国法学家斯蒂芬在1876年的《证据法摘要》中竭力阐述了证据法与实体法和程
序法之不同，并指出要尽可能精炼和浓缩证据法的范围。
该文影响了后来诸多证据法学者的思路。
这其中包括了美国19世纪著名证据法学家赛耶和名噪一时的法学家威格莫尔。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19世纪的格林利夫——他是一位开拓性人物，撰写了《证据法专论》并首次将该
著作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的教科书。
该书的出版也同时受到了法律实践人员的欢迎，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再版16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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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法学》为交大本科立项教材。
全书阐述了法学的概念、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对古今中外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在对各
种关于证据概念和属性的学说进行研讨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了的概念和属性，详细列举了证据的种类及
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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