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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证明权研究》

前言

诉讼证据制度的发展是随着人类认识而逐步深入的。从神明裁判到证据裁判，是从非理性到理性、从
愚昧到科学的进步。案件事实本是历史事件，其既无法时空回溯，更难以全然重现，仅能藉由“证据
”还原其本来面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簿公堂”都必须遵循证据定谳原则，“依据证据认定
事实”乃理所当然之事，“空口无凭”更是成为日常证据观念。诉讼中“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无
证可举”无异于“无米之炊”。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主体，除了因犯罪而受到人身约
束等外，其应有权全程参与刑事诉讼，包括诉讼证明活动，无论在何种诉讼框架下，作为与刑事诉讼
直接相连的当事人，其绝不应是诉讼证明活动的“旁观者”或“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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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证明权研究:以辩方为视角》主要内容简介：刑事诉讼证明权是当事人为确定依法需要查清
的事实，而依法取证、举证、质证以及参与审查评定证据活动的权利。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被害人还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其在诉讼中，为确定依法需要查清的定罪事实、量刑事实以及程序
遮事实等，其依法享有取证、举证、质证的权利，有权参与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刑事诉讼证明权是
对原有分散的权利进行归纳、整合，形成的一个权利集合体。
《刑事诉讼证明权研究——以辩方为视角》一书从刑事诉讼证明权的内涵等基本理论人手，阐述了证
明权与刑事诉讼模式、无罪推定原则、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及证明责任理论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
对证明权理念下的证据收集制度、证据保全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质证制度、心证公开制度等问题进
行了详细论证。该书由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产生于中国政法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下，展
现了最前沿的刑事诉讼法学前沿动态，紧贴司法工作实际、紧跟司法改革脚步，以刑事诉讼科学理念
为指导，在冲突的价值之间努力找寻着动态的平衡点，以期对证明权理念及其制度的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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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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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代诉讼中，事实的查明不再仅仅关注实体法事实的查明，注重实体公正，而且更为强调程序法事
实的查清，强化程序正义的要求。因此，本书中证明权所指向的证明对象不仅包括实体法事实，而且
包含程序法事实。基于研究的便利和论文篇幅的考虑，文中在具体分析时未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分，
而是笼统地指称辩方积极行使证明权促进事实真相的发现。第五，刑事诉讼证明的具体表现，即为依
法取证、举证、质证以及审查评定证据的活动。这些是在各个诉讼阶段、各个证明主体所进行的活动
。第六，刑事诉讼证明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刑事诉讼证明活动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否则不
具有诉讼上的有效性。第七，刑事诉讼证明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都
是在刑事诉讼过程进行的。刑事诉讼整个过程都贯穿着证明，在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均存
在证明活动，只是表现的形式和运行的程序上有差异。二、辩方在证明活动中的地位辩方在刑事诉讼
中享有诉讼权、证明权，这些权利应受保障。“关于程序主体部分，即便以法官为最终之裁判者，课
与确保实质真实发现之澄清案情义务，亦无从否认检察官扮演公诉人之角色，负有证明犯罪之举证责
任，及被告作为诉讼主体，其诉讼权应获保障，而享有以证据声请方式，协同法院发现真实之权利。
至于证据法则系在法律规定之证明程序中规范证明程序之准则。”①除法院与检察官外，被告人作为
程序参与者及程序主体，在审判程序中亦保障其具有相当之权利，以德国法为例，此等权利包括在辩
护人的协助下，通过讯问权、陈述意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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