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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一项复杂而慎重的工作，它需要知识的积累、经验的沉淀、理论的素养，
更需要一种思维、一种逻辑、一种方法、一种境界。
证据和有关的证据方法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元素和基础。
当然，正确和妥适地认定案件事实，使其符合个案正义与整体社会正义的需要，离不开经验和逻辑，
更需要一种法律精神和思想境界。
　　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从事审判工作以及近年来一直在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的这些工作经历使我深
深地体会到，理论研究的生命和活力来源于实践。
从收到案件材料那一时刻起，作为事实裁判者，你就得从思想上和观念上进入庭前准备，开庭审理更
需要经验的积累、思维方式的练就、精力的高度集中，制作裁判文书则更能体现和展示事实裁判者的
经验履历、逻辑思维、因应方略、理论水准和思想境界。
其中的每一个元素或者环节都有可能导弓I出探求和研判的动机，从而形成理论问题。
因此，审判实践所遇到的问题为学者研究理论、开发理论和创造理论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审判实践是
从事理论研究的力量源泉。
　　本书的写作是基于如下这样一些动机和思考。
多年以来，本人从事全国高级法官及业务骨干的培训、教学、授课工作，有关专门教材的匮缺常常使
业内感到困扰和有所期许。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教育培训部门和国家法官学院一直抱有编写全国法院法官培训专门统一教材的决心
，曾几度组织有关专家、资深法官进行研讨和论证，但考虑到诸多因素，至今仍未能有较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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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一项复杂而慎重的工作，它需要知识的积累、经验的沉淀、理论的素养，
更需要一种思维、一种逻辑、一种方法、一种境界。
证据和有关的证据方法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元素和基础。
当然，正确和妥适地认定案件事实，使其符合个案正义与整体社会正义的需要，离不开经验和逻辑，
更需要一种法律精神和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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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玉谦，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国家法官学院教学部主任及司法审判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曾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在最高人民法院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曾受最高人民法院委派到美国耶鲁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现担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五家仲裁机构仲裁员。
曾参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及法工委举办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论证活动；曾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的起草论证工作。
现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成员。
　　主要学术专著　　《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诉讼证据规
则研究》、《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民事诉讼研究及立
法论证》、《民事证明责任研究》。
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释解与适用》、《民事诉讼法判例实务问
题研究》、《证据法要义》、《民事诉讼法教程》、《司法公信力研究》等。
曾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逾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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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问题（9）四、涉及拖欠巨额货款发票的证明效力（12）五、借条作为债权凭据的证据效力（1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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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何识别大额借款中有关虚假借条的证据效力（16）九、复写件的证据效力（17）十、如何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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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法院生效判决书所确认案件事实的证明效力（29）十七、被告下落不明证据效力的认定问题
（31）第二章 关于自认证据的实务问题与解析（33）十八、原告在起诉状中作出的陈述是否对其产生
约束效力（33）十九、起诉状能否作为自认证据的载体（37）二十、当事人在起诉前对案件事实的承
认能否作为证据使用（39）二十一、如何确定本案自认证据的效力（40）二十二、如何认定本案的自
认证据及其效力（41）二十三、如何认定本案自认证据涉及有所限制陈述的效力（42）二十四、如何
认定本案自认证据涉及有所附加陈述的效力（44）二十五、对本案当事人已作陈述所形成的自认证据
能否再予以撤销（45）二十六、对于在庭审过程中所认可的证据能否予以反悔的问题（48）二十七、
本案中当事人的这种陈述能否认定为诉讼外的自认证据（50）二十八、一方当事人在另一起案件中的
默认态度可否视为自认证据（52）二十九、担保人在诉讼中代替借款人承认欠款事实是否构成自认证
据（53）三十、因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承认所形成的自认证据（56）三十一、在一方缺席审理的情形
下所形成的自认证据（57）三十二、在诉讼调解过程中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未提出异议是否构成自
认证据（58）三十三、对身份关系案件中的自认证据应如何加以认定（62）第三章 关于证人证言的实
务问题与解析（65）三十四、证人证言能否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65）三十五、一审诉讼代
理人在二审中能否作为证人（67）三十六、证人出具两份内容相互矛盾的书面证言的效力问题（70）
三十七、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效力（72）三十八、关于加盖单位印章的有关事实陈述
的证据属性（73）三十九、关于检察院对证人进行调查所形成笔录的证据效力（74）四十、婚姻家庭
纠纷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证人证言的效力认定（75）四十一、对证人证言进行证据调查的范围与
事实认定（78）第四章 关于专业技术鉴定的实务问题与解析（82）四十二、何方当事人在本案中负有
申请鉴定的义务（82）四十三、因无适当检材造成鉴定不能的后果应由何方当事人承受（84）四十四
、在二审中可否申请鉴定（86）四十五、对自书遗嘱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问题（86）四十六、关于
审计报告的证据属性（88）四十七、本案中如何采信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笔录（89）四十八、关
于伤残等级鉴定中检材的适格性问题（90）四十九、甲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享有重新审计的权利（92）
五十、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后能否对原共同委托的鉴定要求重新鉴定（94）五十一、被挂靠人对挂靠人
的签名提出异议时由何方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95）第五章 关于推定的实务问题与解析（96）五十二
、法院应当对本案作出何种事实认定（96）五十三、当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情形
下的事实认定（98）五十四、如何认定该10万元款项的所有权人（100）五十五、在原告无法举证证明
签收人员工身份情形下能否采用推定（101）五十六、在一方缺席审理的情形下如何对本案事实作出认
定（103）五十七、借款“证明”存在违背交易习惯的情节与事实推定（104）五十八、本案能否按照
交易习惯作出事实推定（106）五十九、欠条上“还”这一多音多义字与事实推定（108）六十、关于
事实推定与交易习惯的效力（112）六十一、如何根据书写习惯对本案事实作出认定（114）六十二、
如何通过该份书证的语义表述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115）六十三、如何对本案债权人主张权利的事
实作出判定（117）六十四、在邮寄详情单上并未注明所寄函件内容时的事实推定（120）六十五、因
债务人通信地址发生变更所产生的事实判定（122）第六章 关于证明责任的实务问题与解析（125）六
十六、对书证上的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时的证明责任（125）六十七、合同义务的履行与证明
责任（132）六十八、因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发生争执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33）六十
九、本案应根据主观证明责任还是客观证明责任来作出事实认定（134）七十、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如
何确定当事人的证明责任（136）七十一、对归责事由所应承担证明责任的认知（138）七十二、因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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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承包费所产生的证明责任如何认定（139）七十三、因对多笔债务中的其中一笔发生争议所产生的证
明责任（143）七十四、因实际施工人将承包人、转包人、发包人列为共同被告所产生的证明责任
（145）七十五、因对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发生争议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47）七十六、因对是否存在
出资不实的事实发生争议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48）七十七、因鉴定机构无法作出鉴定结论而产生的证
明责任（149）七十八、对本案猪的死因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50）七十九、因燃气爆炸导致人身损害
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51）八十、因啤酒瓶爆炸导致人身损害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53）八十一、因销
售产品纠纷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55）八十二、因仓储保管合同纠纷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57）八十三
、因对收条上的笔迹进行鉴定无法核对笔迹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59）八十四、因对收款条的真实性持
有异议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63）八十五、对本案中遗嘱生效条件是否已成就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65
）八十六、法院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是否属于免证事实（166）八十七、因欠条上的字迹无法通
过鉴定得出结论时的证明责任（169）八十八、交易习惯在买卖纠纷中的证明责任问题（171）八十九
、因追索劳动报酬发生纠纷产生的证明责任（173）九十、因消费者称其购买的系假酒所产生的证明责
任（174）九十一、因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77）九十二、因未经定作人验收所产生
的证明责任（178）九十三、因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79）九十四、对于本案因果关
系应当由何方承担证明责任（182）九十五、因车辆系借用还是买受取得事实不明所产生的证明责任
（185）九十六、因房屋被拆毁造成损害赔偿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87）九十七、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
事实可否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188）九十八、在车主未收到保管凭证因车辆被盗所产生的证明责任
（190）九十九、因车辆发生自燃后造成财产损失所产生的证明责任（192）第七章 关于证明妨碍的实
务问题与解析（197）一百、一方拒不提供协议文本所产生的证明妨碍行为及其法律效果（197）一百
零一、对本案被告的证明妨碍行为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199）一百零二、心理测试在审判实务上能否
作为一种证据方式（201）一百零三、本案被告的行为是否应产生适用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205）第
八章 关于质证的实务问题与解析（208）一百零四、书证原件在经证据交换后丢失其复印件的效力
（208）一百零五、如何对书证的复印件进行质证（211）一百零六、关于对书证复印件的质证问题
（216）一百零七、当事人如拒绝质证法院应如何应对（217）一百零八、对逾期提交的证据能否进行
质证（218）一百零九、关于一方逾期提交证据对方不同意质证应如何处理（220）一百一十、当事人
在一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能否对二审产生约束力（222）一百一十一、被告经合法传唤后未到庭的质证
问题（224）第九章 关于举证期限的实务问题与解析（226）一百一十二、起诉条件与举证时限问题
（226）一百一十三、被告答辩应采用的形式与法律效力（228）一百一十四、如何界定本案中的“新
证据”与“新的证据”（232）一百一十五、关于举证期限与当事人补充提交证据之间的关系问题
（236）一百一十六、如何处理逾期提交的证据（238）一百一十七、应当如何把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
在举证期限内提出（240）下编 民事证据案例疑难问题原理与实务研究一、当事人的主张责任及证明
责任之界定（247）（一）基本案情（247）（二）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247）（三）不同的观点与理
由（248）（四）在本案中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249）（五）当事人的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之界定
（250）（六）对本案焦点问题的解析与结论（254）二、当事人的主张责任与相应证明责任之间的关
系（257）（一）案情简介（257）（二）现有的观点及理由（257）（三）关于当事人的主张责任与证
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及其应用问题（258）（四）解析意见（261）三、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的界定
与本案事实的认定（264）（一）案情简介（264）（二）问题的提出（265）（三）现有的观点及理由
（266）（四）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的界定与应用（266）（五）解析意见（272）四、从一买卖合
同纠纷案看消极事实分类说的应用值（274）（一）基本案情（274）（二）问题的提出（274）（三）
消极事实说的形成与基本法意（275）（四）消极事实说的立论根据（276）（五）消极事实说的缺陷
与评析（277）（六）消极事实说依然存留的理论价值（283）（七）消极事实分类说在当今社会的应
用价值（284）（八）对本案事实认定与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解析（287）五、因不动产登记所产生的
证明责任与事实认定问题（290）（一）基本案情（290）（二）在对本案事实作出认定时所应当关注
的焦点问题（290）（三）对房屋买卖不动产交易基本属性和特征的认知（291）（四）因不动产交易
生效要件所产生的证明责任（294）（五）关于根据经验法则作出事实推定与本案事实认定之间的关系
（296）（六）归论（297）六、从一房屋租赁纠纷案看经验法则的适用（299）（一）基本案情（299
）（二）审理时的不同意见（300）（三）审理时应当关注的焦点问题（301）（四）经验法则与相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证据案例实务问题解析>>

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的功能作用（301）（五）在审判实践中采用经验法则时应关注的焦点问题
（308）（六）对该焦点问题的解析与结论（311）七、证明妨碍行为的界定及其法律适用效果与本案
的事实认定（313）（一）案情简介（313）（二）现有的观点及理由（314）（三）问题的提出（315
）（四）关于证明妨碍行为及其法律效果的界定与应用问题（315）（五）解析意见（329）八、交叉
借款案件中当事人之间证明责任之判明（335）（一）基本案情及审理过程（335）（二）评议过程中
的不同意见（336）（三）本案所涉及的理论问题（337）（四）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之界定（338）
（五）当事人的客观证明责任之界定（343）（六）关于解析本案疑难问题的思路与结论（348）九、
该案证明责任的归属与危险领域理论的应用（352）（一）基本案情（352）（二）本案在审理过程中
所遇到的证明责任归属问题（352）（三）危险领域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应用规则（353）（四）我国民
法中有关危险领域的观念及应用规则（358）（五）关于本案证明责任归属问题的解析与结论（360）
十、关于手机短信的证据效力（363）（一）案情简介（363）（二）现有的观点及理由（363）（三）
问题的提出（363）（四）手机短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发展与应用（364）（五）对手机短信在审判
实务上作为证据方式的基本认知（366）（六）疑难问题解析（368）十一、构成不当得利之诉的要件
事实与本案被告反诉主张不当得利事实的认定（372）（一）基本案情（372）（二）在对本案事实作
出认定时所应当关注的焦点问题（378）（三）构成不当得利之诉的要件事实（378）（四）对本案被
告提起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反诉事实认定的评析（387）（五）对本案事实认定的有关余论（390）
十二、对无法律上原因作为构成不当得利诉讼要件事实证明责任的考察（395）（一）基本案情（395
）（二）实务界对本案进行事实认定的几种观点（395）（三）在对本案事实作出认定时应当关注的焦
点问题（397）（四）对无法律上原因作为构成不当得利诉讼要件事实的认识与透析（397）（五）民
国时期司法院院字第2269号解释与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要件的证明责任（406）（六）台湾地区“最
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公元1998年）台上字第730号民事判决与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要件的证明责任
（407）（七）对民国时期1939年上字第1739号判决书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解读与演绎探析（411）（
八）对本案涉及证明责任分配及事实认定问题的评析（422）十三、对于不当得利诉讼中无法律上原因
要件事实的证明与所要求主要证据的解读（428）（一）基本案情（428）（二）在对本案事实作出认
定时应当关注的焦点问题（429）（三）对无法律上原因要件事实的证明与证明责任分配问题（430）
（四）对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的定性与证明责任（435）（五）对不当得利诉讼中涉及消极事实证明
责任的认识（438）（六）基于实质性公平原则试析对不当得利诉讼中证明责任法则进行修正的必要性
（444）（七）归论（450）十四、不当得利诉讼中有关“无法律上原因”要件的类型化与事实认定
（453）（一）有关案例及案情介绍（453）（二）在对上述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时应当关注的焦点问题
（456）（三）有关类型化的基本问题与方法论（456）（四）给付类型的不当得利与诉讼中的证明责
任（460）（五）非给付类型的不当得利与诉讼中的证明责任（467）（六）归论（474）后 记（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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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问题聚焦　　在本案中，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属于何种类型的证据？
该调查笔录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使用？
　　（三）现有的观点及理由　　在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具
有很强的证明力。
它不仅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而且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该调查笔录的情况下，该笔录可
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四）解析意见　　在本案中，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属于书证类型，它是公安机关在处理有关公
民或者组织向其报案（报警）后就有关事件向当事人或者证人进行调查询问所形成的记录。
因此，这种调查笔录属于档案资料类型，是一种报道性书证，即这种书证制作的目的与功能并非是基
于设定、变更或者消灭一定的法律关系并且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而是制作者以调查事实并对案
（事）件作出相应处理为目的来记录、记载被其认为重要的、已经发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该调查笔录与通常意义上的公文书证具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其一，该调查笔录是特定的公务人
员以公共机关的名义对有关当事人或者证人进行询问调查所形成的记录；其二，该调查笔录通常采用
一问一答的询问方式，而并非像一般公文书证那样由公共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有关事实情节和特定
事件作出职务上的认定和法律上的评价；其三，该调查笔录通常无需加盖公共机关的印章或由公共机
关的主要负责人签署，而是要载明在履行职务行为中具体参加调查人员的姓名，并由接受调查的当事
人或者证人签字或者捺加手印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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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动机的好坏，仅仅取决于它们的效果。
　　——边沁　　法官是目社会观念的诠释者。
　　——卡多佐　　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丹宁　　证明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某些特定的结论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全部。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霍姆斯　　正义不仅要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佚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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