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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务会计证据学基础理论》法务会计学的诞生是法务会计实践发展与积累的必然结果。
理论上说，它是基于法治条件下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客观需求，是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
融会计、审计、侦查等技术于一体，主要为经济类法律事务服务的交叉性学科。
法务会计包括法务会计检查、法务会计鉴定、法务会计检验、法务会计文证审查和其他法务会计服务
等内容，可见融合性是法务会计学的最大特征。
该学科建设侧重于构建学科基础理论和相关概念体系，解决法务会计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如何
做等理论和实务问题，界定法学与会计学以及法务会计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架构诸如目标、
假设、要素、原则、职能、柞用、主体、客体、程序、方式方法、信息反馈与应用、职权与法律责任
等内容在内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它不仅是法务会计实践的总结与指导，而且是法务会计开放性研究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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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证据法学中，与证明标准相似的概念还有证明任务和证明要求。
有的学者并不区分之间的差别或认为含义是相同的，比如“诉讼中证明的任务，或称证明要求，是指
诉讼中对案件事实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者标准”；又如，认为证明要求或日证明标准“是指司法人
员在诉讼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也就是为了实现证明的目的在证据的数量和
质量上应达到的标准”。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区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有关。
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而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
的具体尺度”；“证明要求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有关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是指衡
量案内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
”对此，本书不作严格区分。
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是证明责任的晴雨表，是法定证明责任的卸除标准。
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我们可以说，该当事人履行完了他的证明责任。
这意味着当事人不会因为该特定待证事实的证明问题受到诉讼的不利后果；反之，如果当事人提供的
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则意味着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没有履行完毕，也就是说，当事人将因该特定事
项的证明不力而受到诉讼的不利后果。
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是“一枚银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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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务会计证据学基础理论》是高等教育法务会计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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