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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物证的作用 几乎每个刑事案件都有物证。物证除具有独立的证明作用外，还有以下作用
： （1）物证是侦破案件的线索和向导。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的侦查都是从某一物证，比如一具尸
体、一摊血迹、一行脚印开始的。同时，根据某些物证，可以判断作案人的身份特征，有助于缩小侦
查范围，发现犯罪嫌疑人。 （2）物证是鉴别其他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真伪的有力手段。物证具有相
对的稳定性，其对案件的证明作用不易受到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其他证据是否具有客观性，
是否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往往需要用物证加以鉴别。 （二）书证 书证是以文字、图画、符号所记
载的内容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品。如贪污案件中伪造的账本、单据；犯罪分子有关
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的日记；诬告、陷害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交给司法机关的诬告信等。 司
法实践中，书证的载体多是纸张，但也有竹、木、金、石、布、革等物品。不论书证书写或刻画于何
种物品上，凡是以其记载的内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都是书证。相反，有些书面材料不以其记载的
内容，而以其存在的位置来证明案件事实，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写的信件遗留在犯罪现场，信件
的内容与案件无关，只以其存在的位置说明他可能到过犯罪现场，则属物证而非书证。 （三）物证与
书证的异同 物证、书证的相同点有二：（1）物证、书证都是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据，同属于实
物证据。（2）在某些情况下，物证、书证可以有同一个载体。例如，贪污案件中犯罪分子涂改的单
据或账册。如以其涂改后的内容证明犯罪分子贪污数额的，它是书证；如以其笔迹（痕迹）特征证明
此项涂改系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它又是物证。 物证与书证的区别在于：（1）物证是以其物
质特征来证明案件事实，书证则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二者的证明方法不同。（2）在某
些情况下，书证可以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例如，犯罪分子作案后写的记载犯罪活动的日记等），
是直接证据，而物证无论在何时均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它只能是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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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店主包的很好，很温馨，之前还怕是盗版，但是，是正版，我给5星
2、很好不错，最新版很详细
3、给我把书的封皮折了！！！郁闷！
4、同学很喜欢，多学习帮助很大
5、没问题，书的质量很好，考研用书
6、对于刑事诉讼法的讲解很好，作为课本，基本的理论框架以及学术观点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至
于究竟孰好孰坏就只是各花入各眼了，见仁见智，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
7、东西很快就送到了，出乎我的意料！邮箱还一直提示是第二天才到！！！书很好，没有破损残缺
8、恩，不错，。。。。。。。。。。。
9、最新版的教材，不错，考研复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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