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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诉讼法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已经证明，诉讼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没有相
应的诉讼制度作为依托，实体权利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没有完善的诉讼制度予以保障，实体
法律将无法如其所愿地实现其追求的立法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诉讼法制的完善程度如何，还直接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文明、民
主和法治的程度，是区分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谈道，“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
不是无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①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推进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提出了新的纲领和目标。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则培育了公众的权利观念，并由此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大背景下，通过增设新的诉讼制度以充实公民实体权利的实现途径，通过完善现行诉讼制度以保
障实体法律的公正实施，从而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步伐，已经成为我国法
治建设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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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民事证明责任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成果相比，刑事证明责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具体刑事诉
讼主体的证明责任进行深入和系统研究的著作更不多见。
《检察官证明责任研究》围绕检察官证明责任的基本概念、三个维度、三个互动和完善建议四大逻辑
思路展开，分析和归纳了检察官证明责任的基本原理和实践规律。
《检察官证明责任研究》对于完善立法和指导司法具有积极意义：对立法者而言，深入把握检察官证
明责任与被告人证明责任（提出证据责任）之间的合理界限，才能科学而公正地分配刑事证明责任，
实现公平与效率、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对检察官而言，深入把握检察官证明责任的变化形态
，才能准确判断在各种具体情形下是否履行证明责任、怎样履行证明责任这两个重大的证明问题，以
提高控诉和证实犯罪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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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检察官证明责任与警察查明责任、法官判明责任的联系及区别（一）检察官证明责任与警察查明
责任、法官判明责任之联系如前所述，证明是一种主体之间他向的说服活动，即证明主体说服自己以
外的特定的人相信特定的命题为真（证实）或者为假（证伪）。
由于警察的查明活动和法官的判明活动严格来说都是一种自向证明活动（如警察查明活动中的溯因推
理，法官判明活动中的内心确信），因此不属于狭义上的严格意义的证明概念，所以，检察官的证明
责任与警察的查明责任、法官的判明责任就不可能在一个层面进行比较。
然而，证明一词在长期的使用中，也有广义的概念，即也包括诉讼主体自向的证明。
在此语境下，则证明主体也包括侦查的查明主体和审判的判明主体，而查明责任和判明责任也就属于
广义上的证明责任。
“在我国，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传统证据理论，证明主要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
判人员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即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
活动。
”①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建构全面的证明责任体系：“侦查机关的取证责任、检察机关和当事人也即诉
讼一方或双方的举证责任、审判机关的审证责任，这是三项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证明责任。
”“三大证明责任各有各的作用，它们互相结合起来就构成司法证明与诉讼证明全面的证明责任体系
，也正是这种全面的证明责任体系支撑着司法证明与诉讼证明的正常进行。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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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出版，是我同名博士学位论文再修改的成果，也为我在西南政法大学三年博士研究生学习留下
一个难忘的印记。
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在父母和师长的鼓励下，三年前我考入了名闻遐迩的法学教育重镇——西南政法
大学，攻读刑事诉讼法学，师从著名的法学家徐静村教授和导师组的龙宗智教授、孙长永教授。
三位老师都是在刑事诉讼法学界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和学术
，什么是真正的求学之道和治学态度。
在课堂上，徐静村教授对于刑事诉讼史的娓娓道来；龙宗智教授对于大证据学的精深建构；孙长永教
授对于欧洲刑事诉讼法的英文讲解，都使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在职学习使我备受工学矛盾考验，西政严谨的教学要求更使我这个往返于穗渝的“两栖动物”竭尽全
力。
我总结在西政读书有三严：一是上课严，严到有一次上课我因故缺席，导师让同学传话让我暂时休学
；二是考试严，至今清晰地记得，寒冬冷雨下的综合课考试和夏日炎炎中的英语学位考试让我们同学
们颇为紧张；三是毕业严，最近几年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博士论文提交和答辩通过率仅仅
一半左右。
而恰恰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令我终生难忘，对我的教益和影响甚至比我在学校获得的知识更为深刻。
在毕业论文的选题上，出于我的职业经验和对证据法学的浓厚兴趣，我选择了“检察官证明责任”这
样一个每位检察官对每个刑事案件都要承担和履行的任务。
我本以为这个题目可以写成一个较为偏重实务的论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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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官证明责任研究》为诉讼法学文库丛书中的一本。
《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己出版发行了7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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