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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建构与检视、诉讼证据概念与特征传统学说之否定
、网络赌博犯罪中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行政认定的证据类型及审查判断规则初探、证人伪证动机
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诉讼法修改与证据制度的完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奥秘、电子物证技术与犯罪
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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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白话
证据法文化的养成
前沿聚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制度修正条文释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碑
析《排除规定》第13条
——兼论共同被告人分案作为证人使用
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建构与检视
——从两个证据规定到《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改革探索与未来发展
论证据转化与证据补正
——以“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视阈
专论大观
证据推论中使用贝叶斯网络研究
诉讼证据概念与特征传统学说之否定
真伪不明与诉讼规律
——以法官心证锁定律为视角
事实认定的原子模式与整体模式之比较考察
网络赌博犯罪中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以王某、陈某开设赌场罪一案为例
学术沙龙
司法鉴定协力义务研究
论当前我国法院对司法鉴定机构的“二次管理”
——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行政认定的证据类型及审查判断规则初探
——以内幕交易案件为视角的分析
实务研究
“王朝抢劫案”的证据分析
证人伪证动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强奸案证据的审查与运用
——以40起强奸案为样本
博士殿堂
论社会科学证据
德恒论坛
诉讼法修改与证据制度的完善
经济犯罪案件的调查取证
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奥秘
——从大兴灭门惨案的调查谈起
电子物证技术与犯罪侦查
——陈冠希案件调查纪实
武力与正义：司法决斗的经验基础
⋯⋯
外法评介
综述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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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汪教授：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第80期是个很令人感慨的数字，非常高兴能在岁末与大家参加证据学论坛，也借此机会祝各位老师、
同学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发达！
　　我最近在《中国法学》第6期发表了一篇名为“刑事证据的重大变革及其展开”的文章，是结合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证据问题，作了一些介绍，谈了一些看法。
为什么要改？
我个人总结了以下原因：　　1.吃亏逼的。
这些年我们国家出了不少错案，回过头来看，基本上主要问题都出在证据上，如聂树斌案件、杜培武
案件、佘祥林案件等。
　　2.形势催的。
从上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到现在已经15年了，在这15年里我们国家刑事审判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全国各地也进行了很多刑事司法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属于操作规程方面的问题。
而证据问题在操作规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证据问题不解决，案件是没法再往下推进的。
　　3.潮流冲的。
我国2008年就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到现在还没批准。
当然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但其中重要一点就缘于《刑事诉讼法》。
这项公约中公民的23项基本权利，其中12项都与《刑事诉讼法》有关，相当一部分涉及证据问题。
《刑事诉讼法》不修改怎么能批准公约呢？
所以从这点来说，《刑事诉讼法》是很重要的，可能比《民事诉讼法》要重要一点点。
（笑）　　所以基于这三方面原因，《刑事诉讼法》得修改了。
我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通过是有信心的。
　　下面我谈谈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证据问题的哪些方面有变化。
我先将修改的部分列出，如果还有问题提问环节我再作解答。
　　1.运用证据的基本原则问题。
关于运用证据基本原则，虽然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没有专条规定证据基本原则，但有一条非常
引人注目的规定，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这样就公开地从立法上宣布了国家强迫公民认罪的非正当性。
作为防止刑讯逼供的保障性条款，此条文被隐藏在第49条之中，不知是立法者有意的安排还是出于其
他原因。
当然，这条规定与国际公约的规定还是有区别的，国际公约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成为反对自己的证
人”，或者“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
而我们用的是“证实”，两者一个是行为描述，一个是结果描述，这还是有区别的。
　　2.证明标准。
关于证明标准我们这些年展开了太多的讨论，2001年的关于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论战，一直延续至
今。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订却回避了这个问题。
首先仍然用“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标准的表述，但是在解释什么是“证据确实充分”时却已采用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第一，所有定罪量刑的证据都要有证据证明；第二，所有的证据都要经过法
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大家注意，是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排除其他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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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学论坛(17)》(作者李学军)收录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碑》、《真伪不明与诉讼规律——
以法官心证锁定律为视角》、《行政认定的证据类型及审查判断规则初探——以内幕交易案件为视角
的分析》、《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奥秘——从大兴灭门惨案的调查谈起》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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