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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及第三人向法院提供证据方法或以本人作为证据方法以协助法院进行证据调查
的义务，即证据协力义务。
其因证据方法的不同而形态有异，或曰每一种证据方法均有其相应的证据协力义务。
该义务属公法义务，其内容、履行方式及违反该义务应负之责任均因证据方法不同有所差异。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该义务之规定不甚合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善。
本书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及实务经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系国内专门研讨此问题的
第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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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善刚，男，1971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法学博士，通晓日、德、英三门外语。
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
曾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
、《法学评论》、《珞珈法学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作为第二作者合著有《民事诉讼法
》，作为第一作者合著有《证据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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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国的民事审判实务中，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即一直在为厉行推进以落实当事人举证责任为核心
的当事人主义争讼处理方式而作不懈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于不同时期先后出台的用以指导民事审判
方式运作的各种司法解释以及各级地方法院自行其是地尝试进行的“五花八门”式的审判方式改革无
疑为此种努力作了最好的注脚。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三十年过去了，人们所期待的当事入主义的民事诉讼运作方式在我国并未
真正构建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当初预设之目标甚至可以说是渐行渐远。
值得我们深刻检视的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一但依笔者之见其中根本的症结在于，我国现行民诉立法并
未为双方当事人拥有平等的攻击防御手段提供制度性保障，这突出地表现为现行法关于证据协力义务
之规范存在结构性缺失进而导致举证人缺乏充足的证据收集手段或举证能力。
在此背景下，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之落实，强调证明责任规范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所具有之事实认
定机能，只能进一步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攻防失衡，遑论裁判之实质真实与公平、适正。
毋庸讳言，作为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及当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协助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客观效果上讲
，其亦乃协助举证人收集证据）所尽之义务，也即证据调查协力义务，在我国现行法上并非完全没有
建立。
根据民诉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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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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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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