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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选择典型案例人手，以案例评析的方式系统阐释了证据法学的
基础知识和重要理论问题。
本书分上下两编，共18章。
上编证据论，共10章，全面介绍了有关证据的基础知识，并根据立法和学理上的标准对各类证据分别
进行了讲解；下编证明论，共8章，着重讨论了与证明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同时也涉及对证据的收
集、保全和审查、判断等司法实务问题。
每章之下都归纳了“本章知识点概要”，对各章所涉及的主要知识点作了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的提示
和归纳．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由理论到实践实现证据法学知识体系的融会贯通。

　本书可供各类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师生教学使用，也可供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以及律
师、公证人员参考使用。

　本书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刘玫教授担任主编，由司宇、
刘玫、田心则、李玉华、俞亮、卞建林、施亚芬、郑未媚、刘革新(以姓民笔画排、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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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十三章 证明责任本章知识点概要证明责任是现代诉讼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推动当事
人展开诉讼，影响法院最终判决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证明责任有时又被称为“举证责任”，是指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院裁判的确认，所
承担的提供和运用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以避免对于己方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
证明责任一般包括主张责任、提供证据责任、说服责任和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主张责任是指诉讼活动中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一定的主张，并通过自身的证明活动要求法院
支持其该主张的责任。
提供证据责任，是指承担主张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或提出证据的线索请求法院依职权
收集证据）来支持其主张的责任。
说服责任，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方承担的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论证，使法官形成对案
件事实的确信心证的责任。
不利后果负担责任，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方如果最终不能提出能够说服法官确认自己诉讼主张的
足够证据，则该方将面临可能或者必然败诉或者其他不利后果的责任。
证明责任是这四种责任的有机结合体，缺少了任何一方面的责任都不会是完整的证明责任。
这四种责任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和前提，同时彼此之间又是相辅相
成、互为条件的。
在现代的诉讼观念当中，证明责任被普遍认为应当由当事人来承担，裁判者即使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
进行部分收集证据的行为，也被认为是正确行使裁判权的必要保证，而非履行证明责任的行为。
因此裁判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证明责任。
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证明责任的分配。
所谓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按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进
行分配，使原告对其中的一部分事实负担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部分事实负担证明责任。
为了保证诉讼所追求的多元化价值都能够得到一定的体现，不可能将所有案件中所有事实的证明责任
全部规定为由原告来承担。
而且不同类型的案件性质也是千差万别的。
也不可能存在一条固定的、普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总的来看，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分别适用各自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即使在同一种
诉讼类型的案件当中，也会对特定案件实行一些特殊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问题具有较长的研究历史，并且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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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法学案例教程(第2版)》是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案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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