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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成泓专著的《南岭法学学术文库:民事证人调查研究》以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为宗旨，以我国法为中
心，坚持立足我国司法实际，参酌域外相关立法、理论及制度，以对我国的证人调查制度做一系统研
究。
希望通过研究，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对中外民事证人调查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二者的不同及其
深层原因，为改革我国的相关制度提供域外素材；第二，对我国民事证人证言调查制度的立法和司法
进行系统分析，发现其缺陷，为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找准病灶”；第三，立足于我国传统与现实国情
，借鉴、吸收域内外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民事证人调查制度及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行
缜密的制度设计。

对法律规范进行文本分析是法学尤其是部门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本书充分运用规范分析法对两大法系和我国有关民事证人调查的立法规范的内容变化和立法理由做了
细致的解析，力求精准地找准我国相关制度的“
病灶”，以求为改革完善我国的民事证人调查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南岭法学学术文库:民事证人调查研究》并不追求宏大的叙事，而是立足于现实需要，从解决实际问
题的角度来研究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调查制度，企望通过具体而微的制度设计实现笔者所倡言的理念和
价值目标，实现民事证人调查制度的“具体法制”。
此为本书的程序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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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成泓: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证据法，至今发表法学学术论文30来篇，合著2部，参与或主持各级课题
若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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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民事证人出庭作证案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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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大陆法系的证人资格　　（1）大陆法证人资格的历史例外　　与英美法一样，大陆法几乎无限
制的证人资格并非古来就有。
例如，在早先的德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由于其与案件的利害关系，而不能成为合法的证据方法，其
近亲属也被看作为不具有作证能力（有关出身和家庭关系的案件除外）。
当时决定某人是否具有作证能力的因素主要是性别、年龄和身份地位。
　　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典颁布之前，德国普通诉讼程序虽然承认妇女具有作证能力，但也有所限制。
这一方面是由于遵循了日耳曼法，另一方面也是遵循罗马法和天主教教会法的结果。
当时，德国普通民事诉讼将证人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有能力或常规的证人，第二组是无能力的证人，
第三组是可疑的证人。
无能力的证人是指由于身体或道德上的特性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正确地听、看或表达的证人。
无能力包括绝对无能力和相对无能力。
绝对无能力的证人是指不能宣誓的未成年人、声名狼藉的人、对事实不了解的人以及对事实仅是道听
途说的人，相对无能力的证人是指其近亲属（一般限于直系亲属）与诉讼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可疑的证人是指由于其视听能力或可信性而遭到怀疑的人，他们往往是当事人的姊妹、其他旁系亲属
（一般限于五亲等）、仆人、提供证据者的朋友、对方当事人的敌人以及与诉讼结果有间接利害关系
的人。
除却这两组证人，其他证人都是有能力或常规的证人。
　　（2）现行大陆法系的证人资格　　较之以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对证人适格性的限制较少，
一般只是从正面规定任何人都有资格作证，并未直接、明确地对证人资格、证人的精神状态与智力要
求一并加以规定，而是仅作为不得令其具结或宣誓的原因。
对此，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指出，“在自由心证原则下，法官可以凭借自己对证人可信性的
认定，相信那些未起誓的证人，而不相信起过誓的证人；他不再受法定的证人名册的约束，相对其他
内容而言，证人的年龄、名誉和职业在可信性方面不再具有重要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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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化庭审功能，而强化庭审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当事人
双方的对抗，这就要求所有证据材料包括证人证言都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否则
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但证人不出庭致使大量的书面证言充斥法庭，使诉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这既未能保障当事人质证
权的充分行使，也影响了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对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证人制度成为一项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的重大课题。
    由于证人制度的涉及面十分广泛，也鉴于相关研究已经甚是丰富，笔者周成泓在《南岭法学学术文
库:民事证人调查研究》中仅选取证人制度的核心——证据调查制度作为本书的论题，这正是我国目前
研究得还不够充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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