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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能力是证据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法律对诉讼外证据进入诉讼程序成为诉讼证据的一个
最低限度的要求，体现了诉讼证据的法律特征。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通过单独的证据立法，从静态角度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加以规范。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存在单独的证据立法，但是出于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考虑，亦从动态的角度对
作为法官心证基础的证据的资格问题作出了规定。
本书作者认为，我国证据能力规则体系主要包括证据能力之静态规则和证据能力之动态规则两大部分
。
静态规则以关联性为核心，包括关联性规则、对关联性的解释、限制规则与保密特权规则。
动态规则是证据能力规则体系的主要部分，它以程序法为依托，从证据提出的主体资格、方式和时间
方面对证据的可采性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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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格非，1974年生，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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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律的理想与现实可能性的差距及弥合　　导致证据属性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间题频出的一
个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正确处理好法的理想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将客观性作为证据的本质属性并将其作为采纳证据的标准之一。
对此，许多学者撰写文章对证据的客观性提出质疑。
当然，没有人否认证据的客观性对案件事实认定的重要意义，问题仅在于如何将这一理论愿望转化为
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制度。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102条规定：“解释本证据规则应注意到确保执法的公正，消除不合理的费用
与拖延，促进证据法的成长与发展，以实现确定事实真相，公正处理诉讼。
”可见，发现真相也是其证据立法的宗旨之一。
但是，无论是民事诉讼中使用的盖然性标准还是刑事诉讼中使用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都揭示了这样一
个道理：诉讼理想与具体制度是可以存在一定距离的，甚至必须存在距离。
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诉讼实现的理想不止一个，而不同的诉讼理想之间的关系也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这
种关系有时是紧张的、甚至是矛盾的。
我们在处理这些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时，常用的办法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作一些妥协与让步，以使现实的
诉讼制度可以兼顾多种价值目标。
这样就造成了诉讼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的差异，并且可以断言，只要我们希望通过诉讼程序实现的理
想不是单一的，这种差异就必然会存在。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协调各种诉讼理想之间的关系，以使它们可以在现实的诉讼制度中和谐共存、有序
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明确区分诉讼理想与诉讼中的具体制度，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混淆。
前者是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希望通过制度的运作达到的理想境界，它为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
理论指导；后者是对前者的具体落实。
但前者不同于后者，因为某一理想转化为现实时必须考虑到它与其他诉讼价值目标关系的协调、司法
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法律文化传统相统一的问题，等等。
　　具体到证据的客观性问题上，既然通过诉讼程序实现的只能是相对的客观，绝对的客观只是诉讼
程序追求的最高理想。
那么就不要忌讳承认这一点，用可信性或可靠性代替客观性，并通过诉讼程序的设计尽可能地保证认
定事实的真实性。
只有这样才能在增加法的可操作性、不损害法的权威性的基础上缩短诉讼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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