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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鉴真（authentication）在英美法系是普遍存在的制度，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九章（第901
至903条）有专门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则隐含于证据审查判断制度之中。
《实物证据鉴真制度研究》以实物证据的鉴真为重点，除对实物证据的概念、构成和特征作基础铺垫
外，分别论述了实物证据鉴真的概念和特征；中外立法状况；存在的价值；中国构建此制度的必要性
；鉴真活动的各项构成要素；各类具体实物证据的鉴真内容和鉴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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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大陆法上鉴真的归属 在大陆法系国家，没有鉴真的语词表达，但存在着证据鉴真或
者说证据真正性证明的制度。
这一活动或制度，归属于严格证明的调查证据程序。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程序，包括了合法调查程序和其他程序。
所谓合法调查程序就是调查证据的程序，它根据所要证实的案件事实的不同而分为严格证明和自由证
明两种类型。
对案件实体法事实的调查证明为严格证明；对案件程序争点的调查证明为自由证明。
二者的区别重点在于证明的标准有所不同。
合法调查时的严格证明主要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证据资料有无证据能力（资格）进行审查判
断；第二阶段是在证据资料取得证据能力、成为法律许可的证据方法之后，对它们的证明价值进行评
估判断，并依此对案件实体法事实作出认定。
也就是说，严格证明的合法调查虽说本质上是案件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或查明活动，但其实务操作却是
证据能力调查和证据证明力调查两部分。
证据能力的调查与英美法系的做法实质上并无二致，都是证据出示、证据鉴真、证据质证、证据认证
。
区别在于证据能力调查的责任主体是谁、程序推进的决定权在谁、当事人与法官的关系如何处置等方
面。
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获取的各证据资料如欲获致证据能力，也同英美法系国家一样，必须从消极
和积极两个方面判断：首先，从消极条件方面来看，必须没有被法律所排除、所禁用。
如果被法律所排除或禁用了，纵有天大的相关性和证明价值都不具有可采性，没有证据资格。
其次，从积极条件上看，证据资料必须经过严格证明的调查程序，遵循严格证明法则，就其自身具有
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加以必要的证明。
倘若欠缺这种严格证明或者经严格证明后不能证实自身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存在，那么，它也
没有证据能力。
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程序中，实物证据的鉴真是存在的，归属于证据调查程序，是严格证明
的基本步骤。
 （三）中国法上鉴真的归属 正如前述，中国法上鉴真语词的出现比较晚，是2006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作为实际制度层面的鉴真活动却是早就存在的。
就其性质而言，可以2010年为界，之前归属于证据审查判断（查证）制度；之后不妨独立地概括为“
证据属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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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物证据鉴真制度研究》的中心命题是中国应当移植并建立实物证据鉴真制度。
提出这种观点的直接或显著理由在于《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的出台和“两院
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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