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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论丛·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为视角》综合运用现代系
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司法证明过程展开全方位、主体式的考察，以期深入揭示其内在规律。
第一至三章是概论部分，着重论述证据法学的研究重心从“证据”转向“证明”的基本趋势，阐释证
明过程的研究范式由单向式研究转向交互式研究的必要性，并提出从理念、技术和规范等多个维度对
证明过程展开“三位一体”式考察的思路。
第四至六章从静态的角度分别考察司法证明的主体、客体和手段等构成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对证明过
程展开结构功能分析，并揭示证明过程与证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七至九章从动态的角度分别探讨证明行为的协同机制、证明过程的控制机制以及证明风险的防范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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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利强，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
法学。
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学院，获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获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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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论坛》、《诉讼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六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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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为视角》编辑推荐：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因内容陈旧、视野偏狭和方法单
一而备受学者诟病。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证据法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这一局面已经有了初步改观。
然而，诚如学者所言，我国证据理论研究总体上尚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
仍然处于低迷徘徊的状态，缺乏突破与创新。
因此，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我国证据理论的科学化，可谓任重道远。
《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为视角》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围绕证据法学基础理论问题展开的一种探索
。
《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为视角》是一本以系统科学为视角来研究司法证明过程的学术著作。
该书综合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摆脱传统的法学思维范式的束缚，从理念、技术与规范等
多个角度，对司法证明过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以期深入揭示证明过程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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