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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05年9月30日、2007年7月18日：司法
部又相继出台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及《司法鉴定程序通
则》等配套规章。
这是司法鉴定事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标志，预示着司法鉴定春天的来临，表明了司法鉴定这门科学
正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的重视。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
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自《决定》颁布实施以来，司法鉴定管理逐步从“多头”转向“集中”、从“分散”转向“统一”，
司法鉴定理论与实践也有了新的发展，对司法公平、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还处于继续推动的过程中，《决定》规定的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还没
有完全形成，司法鉴定相关方面的立法仍有待完善健全，对司法鉴定理论尚缺乏科学、系统、全面的
探讨，也未能真正形成大全式的研究。
经过反复酝酿与精心准备，2008年9月27日至28日，由华东政法大学与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联合主办的司法鉴定论坛暨全国首届高校司法鉴定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在黄山召开，北京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江苏警官学院等全国近三十所高校、实务部门的七十多名专家
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会议旨在加强全国高校司法鉴定学科的交流，促进司法鉴定专业的发展。
本书收集了与会专家学者及研究生提交的论文47篇，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司法鉴定理论与
实务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必将对我国司法鉴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司法鉴定的实践作出重要
的贡献。
经各高校专家学者磋商，司法鉴定论坛的举办也已形成运作机制，下一届论坛将由西南政法大学主办
，并延续出版论文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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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鉴定学是法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形成的交叉学科，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本书收集了由华东政法大学与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司法鉴定论坛暨全国首届高
校司法鉴定理论与实务研讨会的学者专家们提交的论文，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司法鉴定理
论与实务方面最新研究成果，必将对我国司法鉴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司法鉴定的实践作出重
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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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篇现代法学教育视野下的司法鉴定教育研究 2 司法鉴定教育实施的定位与培养目标2.1 厘清司法鉴
定培养层次司法鉴定专业的培养层次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学历教育包括本科、硕士学位研究生、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
对于本科阶段的教育而言，对相关的理、工、医等专业的本科生，可以开设司法鉴定基础理论课程以
及相关专业技术的课程。
对于硕士阶段的教育而言，对本科专业为理、工、医、农等专业背景的学生，可以开设司法鉴定基本
理论、相关法学课程、司法鉴定制度、相关专业理论、相关司法鉴定技术的课程；对本科专业为法学
背景的学生，则可以开设司法鉴定基本理论、相关法律制度、司法鉴定制度、相关专业理论和物证技
术的课程。
对于攻读博士学位层次的学生，在培养方向方面，可以根据培养对象的不同专业知识结构与学科背景
，开设司法鉴定管理方向和司法鉴定某专业学科方向的课程。
对于有理、工、医、农等专业学科背景的司法鉴定专业或相关专业学科的硕士生，可以主攻一个专业
技术领域，辅以相关法学、司法鉴定制度和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以及司法鉴定标准化方面的教育；对于
没有理、工、医、农等专业学科背景的司法鉴定专业或相关专业学科的硕士生，可以侧重司法鉴定制
度与相关理论方面的培养，以培养司法鉴定理论的研究人员，探讨合理的鉴定体制和运作机制，指导
司法鉴定组织管理和实践运作。
但是，对这部分学生也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司法鉴定学专业科学技术的教育。
 对于司法鉴定的非学历教育层次，其教育的主要对象包括公（国安）、检、法、司等相关专业人员与
管理人员，鉴定机构的负责人与鉴定人，司法鉴定专业的研究人员，司法鉴定教育的师资以及相关实
验室人员。
培训内容包括：知识更新，技能培训，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新方法的使用，新标准的应用推广，新法
律、法规、规章、规则的适用，技术职务晋升前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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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论丛1》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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