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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樊崇义主编的《证据法学》第五版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2010
年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以及2007年以来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改革的情况，对原有版本进
行了重要的增补和修订。

第五版对我国证据制度的进步与发展，如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关于证据规则，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等内容进行了重点介绍。
此外，第五版还对有关证据概念、证据种类的变化的内容进行了吸纳，并对行政执法证据转化、证人
作证制度、专家证人、证据收集中技术侦查手段等新增内容进行了论述，同时，也对尊重和保障人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我国证据制度，尤其是证据收集、审查判断模式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影响进行了
解释。

《证据法学》既适用于高校法学院系的课堂教学，也可作为司法实务部门全面学习和掌握证据法的培
训用书，并成为实务工作的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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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崇义，男，1940年11月生，河南内乡县人。
196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留校从教至今。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该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享有突出贡献政府津贴。
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检察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并兼
该会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警察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诉讼法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曾任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
究中心主任。
同时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纪委培训中心等院校兼职教授。

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法学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讲授“刑事诉讼
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学”等课程。
其科研成果丰硕，独著和合著作品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多部著作获教育部、北京市科研奖。
代表作有199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200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实施问题与
对策研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2003年出版的《诉讼原理》被教育部指
定为全国研究生专用教材，2004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获北京市社科二等奖）
，2006年出版的《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7年出版的《刑
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获司法部第三届全国优秀教材科研成果二等奖），2009年出版的《侦查
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获北京市社科一等奖）。
其编著的《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教材被司法部、教育部命名为高等院校法学国家级规划教材
和“十五”国家级教材。
其主编的《诉讼法学文库》，已出版80余本，着力于发掘青年才俊和推介高水平的诉讼法学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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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大陆法系的诉讼结构没有证据规则存在的空间，并不表示在实际上就没有证据法规则和理
论。
从法律规则上说，大陆法系国家有两个方面的证据规则。
一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规定了一些实际上的证据排除规则。
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规定禁止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
或者催眠等方法侵犯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禁止使用有损被害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
施；对违反这些禁令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
第55条规定了证人拒绝作证权，这样规定是为了保护公民避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二是诉讼法中规定的一些原则，可以起到证据规则的作用。
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0条规定了询问本人的原则，也就是直接言词原则，明确规定询问不
允许宣读以前的讯问笔录或者书面证言而代替。
这与英美法系证据法中的传闻规则有相同的意义和作用。
 （三）混合式诉讼与证据法 1.证据规则 日本的混合式诉讼，主要是在审问式诉讼基础上，吸收对抗式
诉讼，尤其是法庭审理阶段交叉询问规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日本的证据规则也表现出典型的混合式特征。
一方面，日本没有专门的证据法，证据规则规定在诉讼法中，这是大陆法系的特点；另一方面，日本
的证据规则更多的是一种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定，这与英美法系关于证据的可采性规定在实质上是一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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