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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证据制度发展与适用》总结概括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发展的最新成果，旨在引导司法实务
部门正确理解和推广适用这些成果，同时可以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抛砖引玉。
本书内容紧密结合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突出创新性，强调实用性。
它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两个证据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刑事诉讼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的意义，证人作证制度的进步，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的困惑，刑事证据概念和种类的新发展，
刑事证明责任的确定，刑事证明标准的细化，刑事和解案件的证明标准，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初步形
成，遏制刑讯逼供的机制，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的法治化，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专家证人制度的构
建，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以及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这十六个方面分析
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最新发展成果，最后附上樊崇义教授主持的重大课题——“刑事证据规范化实
证研究”的子课题之一——“言词证据采信规范化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以验证这些发展成果在司
法实践中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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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崇义，1940年11月生，河南内乡县人。
196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留校从教至今。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该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享有突出贡献政府津贴。
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检察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并兼
该会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警察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诉讼法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曾任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
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纪委培训中心等院校兼职教授。
 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法学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讲授“刑事诉讼
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学”等课程。
其科研成果丰硕，独著和合著作品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多部著作获教育部、北京市科研奖。
代表作有199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200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实施问题与
对策研究》 （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2003年出版的《诉讼原理》被教育部指
定为全国研究生专用教材，2004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获北京市社科二等奖）
，2006年出版的《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7年出版的《刑
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获司法部第三届全国优秀教材科研成果二等奖），2009年出版的《侦查
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获北京市社科一等奖）。
其编著的《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教材被司法部、教育部命名为高等院校法学国家级规划教材
和“十五”国家级教材。
其主编的《诉讼法学文库》，已出版80余本，着力于发掘青年才俊和推介高水平的诉讼法学研究成果
。
 在长期的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理论和实务研究中，樊崇义教授提出的许多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都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他早在1996年就提出的证明标准上的“法律真实观”，在2000年提出的“诉讼认识论”和“刑
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型”，2002年提倡的“刑事诉讼人本主义”，还有他倡导的实证研究方法，即侦查
讯问中的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等三项制度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司法实务走向科学，走向民主均有指导作用。
 兰跃军（兰耀军），男，湖南东安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副教授。
湘潭大学法学学士（1999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2005年），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201O年）。
主要研究兴趣是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和被害人学。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研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
事侦讯与侦查程序”，出版专著《刑事讯问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先后在《现代
法学》、《法律科学》、《法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先后于2005年和2010年两次获得陈光中诉讼法学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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