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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这两个字曾经让我迷恋，如今却经常让我忧虑。
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却未必都是人类的福音。
毫无疑问，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人类摆脱了野蛮愚昧的生活方式，也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
。
然而，面对五彩缤纷的现代生活，面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我时常会感到困惑和怅惘，甚至会感到
恐惧和忧虑，因为我们深知，在那美丽璀璨的表象后面，还存在着丑恶和黑暗。
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譬如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核
子武器。
　　人类在不可自我地走向科学。
这是不该扭转也无法扭转的大势所趋。
然而，我时常在想，有朝一日，当机器人终于成为人类社会主宰的时候，当克隆人终于代替人类自然
繁衍的时候，当人类无限制的开发终于毁灭了地球表面生态平衡的时候，当人类无休止的建造终于打
破了地壳运转平衡的时候⋯⋯人类就悔之晚矣！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让我越来越感觉这样的想法绝不是杞人忧
天。
　　人类社会的司法证明方法也在不断地走向科学。
从以神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到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再到以物证为主的证明方法，这三个历史阶段就记
载了人类社会司法证明的科学化历程，也记述了人类的司法证明活动从蒙昧走向理性、走向科学的历
程。
因为，物证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和推广总是伴随着一定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虽然物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物证并不能自己到法庭上去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必须借助于人的力量，
必须由人来解释物证所反映的案件情况。
换言之，物证需要人的解读。
而解读物证往往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所以物证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密不可分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物证离开了科学技术便无法发挥其证明作用。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物证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曾经长期处于随机变化和分散发展的状
态。
直到18世纪，与物证有关的科学技术才逐渐形成体系和规模，物证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也才越来越显
得重要起来。
毫无疑问，19世纪是科学证明方法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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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证据的特点在于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一些裁判者不能理解和判断的案件中的专门问题，需
要依靠专业人员通过适用科学原理和方法对原始证据材料进行加工，使之显露出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与
案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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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不是所有有充分科学基础的工作都要出版。
例如，在专门水域从事水文地理学流动模型的研究在某些法律案件中可能很重要，即使它并不代表对
出版有价值的科学知识的进展。
②法庭也没有陈述在哪些情形下可以不要求或有限地要求同行审查和普遍接受。
③而且正如道伯特案的大多数法官认可的那样，一些科研成果因主题太特殊、太新颖或是人们兴趣太
有限而得不到发表。
如果科学发展正处于初期阶段，道伯特的第一个标准应该怎样满足？
是否只有一个出版物或者一个方法检验就足以满足道伯特的科学知识的门槛？
　　此外，道伯特规则将普遍接受作为检验的标准之一，使得弗赖伊普遍接受检验标准有关的问题在
道伯特规则之后仍然存在。
　　总之，道伯特规则对科学证据的四个检验标准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法律适用上的模糊性
和局限性，道伯特案的高等法庭由于没有清楚地考虑和定义道伯特规则的适用范围而使科学证据的可
采性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二、关于道伯特规则适用性问题的讨论　　道伯特案遗留下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将那些建立在技术
和经验之上的专家证言排除在法庭之外。
因为道伯特检验标准是建立在牛顿的实验科学基础之上，而对于有些法庭科学，如指纹鉴定、枪弹鉴
定、笔迹鉴定、工具痕迹鉴定以及心理学证据和精神病学证据而言，他们的检验方法更多地依赖专家
多年观察和实践积累的经验，其科学有效性的检验不是很充分，没有预言价值，没有进行错误率的调
查研究，因此不能满足道伯特检验标准，不具有可采性，也就是说道伯特检验标准不适用于所谓的非
科学专家证言。
但是，这些曾经被法庭广泛采纳的“科学证据”为了避免严格的道伯特检验，声称自己研究的领域属
于《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的“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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