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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制度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即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核心和基础。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进行民事、行政诉讼，辩护人进行刑事辩护，司法机关查明认定案件事实都需
要依靠证据。
证据法学理论博大精深，许多法学家编写的民事诉讼法学著作，都把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作为民事诉讼
法学的重要章节来论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网络信息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运用和
学术界对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电子数据在法律上如何定位；证人在民事诉讼中不愿意出庭作证及其作伪证的原因；对证人如
何进行保护及其出庭费用应由谁来承担；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时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法官对证
据材料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等问题。
因此，顺应社会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出现的热点理论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就显
得十分必要！
证据法学是一门司法实践性、应用性、理论性比较强的社会科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武文举，男，汉族.1964年7月15日出生，河南省项城市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法学院优秀教师，河南中涵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现已发
表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学术论文12篇。
主要论文有：《构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对（修正
案）中的程序性再审事由评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论民事诉讼
中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载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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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证据证明力的规定 2002年4月1
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定》中，对证据的证明力作了如下规定： 第69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
定案件事实的依据：①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②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
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③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④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
制品；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
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①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②物
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③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
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④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
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
以认定其证明力。
 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
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
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
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
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
 第7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
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
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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