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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华秋实，继我校司法鉴定团队编写的《司法鉴定实验教程》出版不到一年，我再一次欣喜地看到《
司法鉴定概论》即将出版。
这种喜悦，如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让每一位华政人都充满了期待与梦想。
我校司法鉴定课程在50年代建校初期就已经设置，当时主要以刑事技术学、法医学为主导。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90年代中期我校将刑事技术学、法医学、声像资料学、会计学等专业统
筹为司法鉴定学专业。
并在同期开设司法鉴定课程，经过教师们10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司法鉴定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已经正式列入高等教育专业学科目录。
我校于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了司法鉴定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目前学校有司法鉴定专业博士
后4名、博士1名、硕士16名，已毕业研究生31人，分别在高校、法院、检察院、政府等部门任职，为
社会输送了专业人才。
《司法鉴定概论》先后被评为校级和上海市精品课程，司法鉴定学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
我校的司法鉴定专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校党政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作为一门法学与自然科学交叉
的综合性学科，它不仅可以拓展法学专业学生的视野，也是我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
学校将不断扩大扶持力度，使司法鉴定学科能够成为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科。
《司法鉴定概论》的出版，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司法鉴定概论》作为我校全日制学生及成人教育专业的教材用书，主要介绍司法鉴定学科的基本理
论与相关分支学科，其内容以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基础，对以往的教材作了补充，在司法鉴定的管
理制度、质量监管以及鉴定分类和鉴定机构、鉴定人管理上都做了新的编写，具有鲜明的特色。
同时，作为我校高等学校法学教学系列教材，《司法鉴定概论》为法学系列教材增添了新的内容。
百年华政历经沧桑，正以开阔的胸襟，兼容并蓄、不断发展；韬奋钟声悠扬激昂，华政人的期待与梦
想在努力中不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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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鉴定概论》分为司法鉴定的基本理论与相关分支学科的专业知识两部分。
基本理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司法鉴定概念、发展简史、分类、基本原理、管理制度、鉴定机构管理、鉴
定人管理、鉴定实施制度、鉴定质量监控、鉴定文书规范及鉴定意见审核等内容；相关分支学科部分
主要介绍了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法医毒物化学、司法精神医学、法医人类学、文
书检验学、痕迹检验学、微量物证检验学以及声像资料、计算机、司法会计、知识产权、建筑工程、
测谎技术鉴定等内容。
《司法鉴定概论》作者均为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商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系以及司法鉴定中
心等部门长期从事司法鉴定教学、科研与实践的专业教师、研究人员与鉴定人员等。
在编写过程中融汇了数十年的教学、研究和实践经验，使《司法鉴定概论》达到体例新颖，内容科学
、全面，语言通俗易懂。
《司法鉴定概论》主要适用于法学专业学生，也适用于政法工作者及司法鉴定理论和实务人员学习、
参考，同时还可作为司法鉴定人岗前培训学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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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志淳，1954年生，上海人。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司法鉴定、司法制度的教学和研究。
兼任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评审员、检查机构认可评审员。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法庭科学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司法鉴定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
中国法学会理事、国家艺术体育教育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理事，国家司法鉴定人，上海
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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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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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基于其在诉讼中的中立地位和独立执业的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实施鉴定活动时，既
不是对司法机关负责，也不是对当事人负责，而应当是对法律负责，对科学负责，对所委托的鉴定事
项负责，最终是对案件事实负责。
因此，中立性是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也是鉴定公正的前提和保障。
就诉讼参与活动而言，中立性或独立性是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执业活动的基础。
它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提出的基本要求（也包括按预设的中立程序开展司法鉴定等要求），又是以其
机构和人员的相对独立为基础的。
实现司法鉴定客观公正的宗旨，首先有赖于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中立地位，由
此才能实现鉴定职能的独立。
（三）客观性（真实性）科学规律和科学定理对司法鉴定提出的基本的规定性要求。
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来自并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保证司法鉴
定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另一个方面是鉴定意见的客观性（真实性）。
鉴定意见的客观性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性。
司法鉴定是科学认识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司法鉴定是以科学技术为生命的。
司法鉴定的实施过程就是一个科学认识的过程。
有些鉴定意见往往就是科学认识的结论。
人类社会经过上千年的无数实验和探索，发展、归纳和总结出的科学规律、科学定理、科学理论、科
学知识，构成司法鉴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基础设备。
这正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公认的科学规律、科学定理和科学结论基础上的鉴定意见与证人证言之间的根
本区别。
二是专业性。
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取决于它产生的过程和方式，取决于它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
司法鉴定的专业性，主要指的是专业技术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和方法，采
用专业技术设备和手段，按照专业技术程序规范和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识别、比
较和认定、评断，并得出专业性结论的活动。
三是统一性。
不仅自然规律、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技术标准具有统一性，而且鉴定程序和鉴定人资质要求上也应
当具有统一性，以此保障鉴定的同一性和可检验性。
除以上基本属性外，司法鉴定还有其他一些属性。
这些属性主要有：1.公共性。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社会优先的原则，各种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都必须受到公共理性和公共原则的
控制。
由于诉讼的公法性质和诉讼活动的复杂性，在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是诉讼活动顺利运行的保障。
在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活动不仅涉及当事人的权利，而且也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其他利益的调整和
补偿，同样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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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鉴定概论》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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