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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依法治国”方略的大力推进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司法警官教育
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司法警官教育主要是面向司法行政系统特别是监狱劳教系统培养专门人才。
我国的司法行政机关是政府的重要部门。
担负着执行国家法律、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开展法制宣传等重要职责。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司法行政工作。
特别是近年来。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司法行政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司法行政的职能不断拓展，任务越来越艰巨。
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大力提升司法行政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民可以信
赖的司法警官队伍。
近年来。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高度重视司法警官队伍建设.司法部明确提出了加强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的“革命
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的奋斗目标。
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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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教材的编写人员大部分是青年学者和专家，是我国司法警官教育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力量，更是
我们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他们固然会有研究的盲点和失误，但其朝气蓬勃的气势令人振奋。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司法警官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批学风扎实、厚德明理的青年
学者必将在期待中前行，在锻炼中提高。
从而担负起培养司法警官高素质人才、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世纪重任。
与此同时，大批具有示范性和适应司法警官人才培养的优秀教材的出现，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司法警
官教育质量的提高。
    我受各位青年学者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委托为这套教材作序．期望这套教材在组织者、编写者
、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下，能成为奉献给新世纪司法警官教育的精品教材。
司法警官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希望我
们能够不断编写出更多更好的精品教材，以此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推进我国司法警官教育更好更快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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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基础理论篇第一章 证据法学概述第一节 证据法学的概念、性质和意义一、证据法学的概念（一
）证据法的概念在法律领域，一般认为证据法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
广义的证据法，是指规定如何收集和运用证据，查明并认定案件事实和其他相关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
具体而言，就是关于证据的定义和分类、证据的收集与提供、证据的运用与采信、证据规则、证明责
任和证明标准等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它包括诉讼证据法和非诉讼证据法。
其中诉讼证据法依案件性质又可分为刑事诉讼证据法、民事诉讼证据法和行政诉讼证据法；非诉讼证
据法包括行政证据法、仲裁证据法、公证证据法和监察证据法等。
狭义的证据法仅指诉讼证据法，即专门制定的证据法典以及各诉讼法中与证据有关的法律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我国目前尚无宪法诉讼，由于证据在各种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最为广泛，也最具有
代表性。
同时，各种证据规则大多产生于诉讼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因此，一般所说的证据法是在狭义的基础上
进行界定的，本书所研究的亦仅指诉讼证据法，而不包括非诉讼证据法。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证据法是指在各类诉讼活动中，公安司法机关和诉讼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
中的证明对象时应遵循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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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证据法学》是为司法警官学院的本、专科学生学习证据法学的一本应用性教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努力反映我国近几年来证据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证据制度改革的最新动态，
在继承以往教材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司法警官学校学生学习的需要，
采用了较新的编写体例，在各章前设计了案例导入，分析并提出问题，明确学习内容，章后增加了热
点探析，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
既保证了教材在理论上的系统性、规范性，又增加了教材在内容上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力图使学生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掌握证据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知识和具体运用。
《证据法学》由刘燕玲任主编。
全书经刘燕玲审查、修改定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据法学>>

编辑推荐

《证据法学》是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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