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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

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一书是研究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及证据规则的学术专著。全书共八章，系
统阐述了有关证据种类的思考，证据的分类，证据的收集、调查与保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举证
、质证与认证，证明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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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证据如何影响我们的诉讼  二、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有用的证据    （一）证据必须具有
客观性    （二）证据的关联性    （三）证据的合法性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制度    （一）西方国
家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二）现代西方主要证据制度简介    （三）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第二章  有关
证据种类的思考  一、证据种类，需不需要重构    （一）证据种类或证据方法    （二）国外关于证据种
类的规定    （三）我国证据种类存在的问题    （四）重构我国证据方法的种类  二、最佳证据规则对我
国书证制度的启示    （一）书证制度的基本理论    （二）最佳证据规则的历史发展    （三）现代最佳
证据规则的内容    （四）最佳证据规则的例外    （五）最佳证据规则对我国书证制度的启示  三、视听
资料的合法性问题——以隐私为中心    （一）有关视听资料的基本理论    （二）视听资料的合法性问
题  四、证人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两大法系对证人的基本认识    （二）证人的资格及范围    （三）
证人的义务与权利    （四）证人的法律责任    （五）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    （六）我国证人制度的主
要问题及完善  五、当事人陈述：证明对象与证据方法的分野    （一）问题的提出    （二）作为证据的
当事人陈述  六、鉴定结论：诉讼中的专家意见    （一）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    （二）大陆法系的
鉴定人制度    （三）专家证人制度与鉴定人制度的异同    （四）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结论的规定   
（五）关于我国专家证言的完善第三章  证据的分类  一、传话的游戏：原始证据与派生证据    （一）
原始证据与派生证据的基本理论    （二）传闻证据规则    （三）传来证据规则，还是传闻规则  二、直
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一个和多个    （一）概念及特点    （二）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证明力    （三）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  三、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人和物，哪个更可靠    （一）言词证据与
实物证据的分类标准及范围    （二）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特点    （三）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运用  
四、本证与反证：证据的博弈    （一）本证和反证的划分标准    （二）本证和反证的特点及作用    （
三）本证和反证的运用规则第四章  证据的收集、调查与保全  一、如何收集证据    （一）概述    （二
）我国证据收集的现状    （三）英美法系收集证据的方法    （四）大陆法系国家的收集证据方法    （
五）关于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若干建议  二、证据调查：无法放弃的现实选择    （一）证据调查的界定
及特点    （二）证据调查的范围    （三）证据调查的程序  三、证据保全：留住那些即将逝去的证据    
（一）证据保全的概念    （二）证据保全的条件    （三）证据保全的程序第五章  证明对象  一、我们
要证明什么    （一）证明对象的概念    （二）证明对象的特点    （三）证明对象的范围  二、无须证明
的事实    （一）对现有法律规定的评析    （二）自认的事实    （三）司法认知的事实    （四）经验法则
   （五）预决的事实    （六）已为公证文书证明的事实第六章  证明责任  一、证明责任：真伪不明，怎
样判决    （一）证明责任概述    （二）理解证明责任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证明责任的分配：世
纪的难题    （一）概述    （二）大陆法系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    （三）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三、证明责任倒置：规范说的局部修正    （一）证明责任倒置的必要性    （二）证明责任倒置的含义
及特点    （三）应当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诉讼    （四）实质上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的案件第七章  举证
、质证与认证  一、举证的时限：不再可以出奇制胜    （一）举证时限制度的含义    （二）限时举证的
意义    （三）世界不同法系国家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    （四）理解举证时限制度要注意的问题  二、证
据的交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历史    （二）证据交换制度的含义
及立法意图    （三）证据交换制度的基本构成    （四）我国证据交换制度与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比较  
三、质证：法官们如何了解真相    （一）质证的概念    （二）质证的功能    （三）质证的主体、客体
和内容    （四）质证的程序方式及法律效果    （五）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质证模式    （六）为什么
我们无法完全引进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制  四、认证：对证据的审核和认定    （一）我国关于认证制度
的认识分歧    （二）两大法系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判断问题简介    （三）完善我国诉讼认证制度
的思考  六、推定    （一）推定的概念、性质及特点    （二）推定的法律意义    （三）推定的基本分类  
 （四）推定的效力    （五）推定的构成要件    （六）我国的推定规则第八章  证明标准  一、证明标准
：司法证明的终点    （一）证明标准的含义及特点    （二）证明标准的种类  二、客观真实与盖然性：
理想与现实之间    （一）一元论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说    （二）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盖
然性标准    （三）与证明标准相关的制度  三、证明标准，是否乌托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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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次，审判人员进行审判的过程是一个逻辑证明的过程，证据在证明过程中是起着论据作用的。
审判人员一方面审查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一方面在估量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只有具有真实性而且具有
证明力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既然诉讼中的证明相当于逻辑证明中的事实论据，而论据总是
以判断的形式出现的，那证据当然也就具有逻辑判断的属性。　　最后，定案证据的内容只有通过法
官的主观判断才能形成。张三诉李四曾借他五千元至今未还，并出示了由李四签名的借据。诉讼中李
四承认确有借钱的事实，则该借条可以证明张三与李四之间曾经存在借款关系。表面看来，是“借据
”这项证据本身在对借钱的事实起着证明作用，利用其客观存在的形式与客观真实的内容来证明。但
实质上并非如此。法官之所以最终判定张三与李四之间曾经存在借款关系，是因为，通过对所有证据
的审查核实，他相信借据的内容是真实的。如果在他内心并没有形成这种确信，法官就会作出否定的
结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上述“还欠款3000元”的例子。毫无疑问，对本案件争点事实的认定以及法
院最终的判决都取决于法官必须对当事人之间“还欠款多少元”的情况作出判定，判定无疑是有两种
情况：“还（huan）欠款3000元”或“还（hai）欠款3000元”。而判定不同，所理解的证据内容自然
不同。由于书证是以其内容来证明的，因此，不同的判定必定会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在这里，书证
的内容就不是客观的，而是“客观的形式+客观的内容+主观的判断”。　　（2） 证据是客观性与主
观性的统一体。如前所述，证据是一个多义词，它的含义随着它所处时间阶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
。它包括立法上的证据（证据的形式）、诉讼外的证据（纯客观证据）和诉讼中的证据，而诉讼中的
证据又包括证据材料与定案证据。证据的形式是纯主观的，诉讼外的证据是纯客观的，诉讼中的证据
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体。诉讼中的证据，由于所处诉讼阶段的不同，其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比重也
有所不同。诉讼证据的初级阶段为证据材料，主观性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诉讼证据的高级阶段为定
案证据，客观性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诉讼程序的理想状态，是主观性与客观性完全吻合，证据的主
观性完全反映了证据的客观性。通常我们所讲的证据就是定案证据，此阶段的证据主观性基本上能够
反映其客观性，达到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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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刚看了一点，观点挺新，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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