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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材:司法鉴定通论(第2版)》内容简介：2009年出版以来，广受读者欢迎，近年来
随着司法制度和机制改革的深化，鉴定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特别是2011以来《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对鉴定问题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这些内容对于司法鉴定通论的教材来说相当重要，需要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
教材:司法鉴定通论(第2版)》侧重于鉴定制度、鉴定原理以及鉴定管理、适时和适用，是目前较为权
威、反映前沿理论、带有专著性质的司法鉴定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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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宪丹，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教授，兼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
。
曾任司法部法学教育司副司长、第一届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司法警官
学院院长等。
主要研究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司法鉴定、司法考试和社会系统工程。
代表作：《中国法学教育反思》、《中国司法鉴定改革与发展范式研究》等；2002年以来，在《法学
研究》、《中国法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杜志淳，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
主要研究司法鉴定制度和司法鉴定技术，并主持了“中国罪犯DNA数据库模式研究”、“DNA司法鉴
定关键技术研究”等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代表作：《司法鉴定机构质量体系文件》、《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研究》、《司法鉴定立法问题研究》
、《司法鉴定质量监控研究》等；在《法学》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郭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预防金融证券犯罪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博士后
；兼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应用法律研究中心、贵州民族大
学研究员。
主要研究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和司法鉴定制度，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司法部、公安部、环
保部、团中央等部级课题8项。
代表作：《鉴定结论论》、《鉴定意见证明论》、《鉴定意见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案件事实认定
方法》等；在《法学研究》、《政法论坛》、《法学家》、《法学》、《现代法学》、《法商研究》
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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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物证司法鉴定概述 第二节文书物证司法鉴定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主要文书物证的鉴定内容 第四节文
书物证司法鉴定意见的评价 第十五章痕迹物证司法鉴定 第一节痕迹物证司法鉴定概念 第二节痕迹物
证司法鉴定的原理 第三节外表结构形象痕迹的司法鉴定方法 第四节痕迹物证司法鉴定意见的评价 第
十六章微量物证司法鉴定 第一节微量物证司法鉴定概述 第二节微量物证司法鉴定的步骤 第三节微量
物证司法鉴定的主要方法 第四节微量物证司法鉴定意见的评价 第十七章声像资料司法鉴定 第一节声
像资料司法鉴定概述 第二节声像资料司法鉴定的方法 第三节声像资料司法鉴定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声
像资料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 第五节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意见的评价 第十八章电子数据司法鉴定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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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的常用技术方法 第三节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知识产权司法
鉴定文书的制作 第五节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意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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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类是经过长期钻研和实践，在某一职业种掌握某种特殊技能的专业人才，如文物鉴定
中的青花瓷鉴定专家。
 第三节 司法鉴定的功能 一、司法鉴定的服务对象 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是服务主体而不是服务对象
。
鉴定机构接受侦查、公诉和审判机关的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为政法机关服务，
其实不然。
为谁服务的问题，应当从鉴定的终极目标上考察。
司法鉴定的目的是解决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这无疑是为诉讼活动服务，最终是为公正司法服务。
司法机关作为国家诉讼职权机关和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要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与
社会安定的职能，司法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是解决诉讼争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秩
序的问题。
就司法鉴定而言，司法主体与鉴定主体都是为诉讼活动服务，最终达到公正司法的要求。
两者的服务对象具有一致性。
 二、司法鉴定的主要任务 司法鉴定的主要任务是出具鉴定意见、提供诉讼证据，而不是为哪一个诉
讼主体服务。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规定鉴定是出具鉴定意见、提供证据材料，其实质是为诉讼活动服务。
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一贯强调合法性、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如果规定司法鉴定是为诉讼主体
的司法机关服务或是为诉讼当事人服务，都容易偏离这四个原则，并且司法鉴定永远难以实现确保司
法公正的要求。
 三、司法鉴定的根本目的 司法鉴定既不是为司法机关服务，也不是为诉讼当事人服务。
从其任务和要达到的目的来看，只能是为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尤其是司法审判服务的。
 （1）诉讼法律规定司法鉴定活动是诉讼活动。
我国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规定，鉴定是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这种活动常常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
终。
司法主体、诉讼当事人、鉴定主体都要共同参与这一活动，他们根据法律规定，享受各自的权利（力
）和履行各自的义务，为实现诉讼要求共同努力。
司法鉴定为诉讼目的服务是毋庸置疑的。
 （2）司法鉴定必须按诉讼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我国“三大”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了一系列的鉴定程序，如鉴定启动（鉴定提出或申请）、鉴
定决定与委托、补充鉴定、重新鉴定、鉴定意见法庭质证等，同时在鉴定管理层面还制定了鉴定实施
程序规范、鉴定技术标准规范、鉴定文书规范。
职业道德规范与执业纪律等规章。
这些程序与规章，都是从一个侧面确保鉴定程序正当、实体合法的要求，从而达到鉴定意见有效地为
诉讼目的服务。
 （3）司法鉴定的任务是解决涉及诉讼的专门性问题并提供诉讼证据。
鉴定任务是与服务对象、服务目的直接相连接的。
提供鉴定意见是为了司法机关及时作出公正裁决，确保诉讼目的实现。
司法鉴定是诉讼主体和参与诉讼各方的互动活动，共同实现诉讼目的。
 综上所述，司法鉴定机构也不宜简单称为“中介机构”或“法律服务机构”。
一是在于司法鉴定具有法律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双重属性，其执业活动是一种诉讼参与活动，既是为
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也是一种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专业技术活动。
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司法行政机关还要对其
进行监管，违规了还要进行处罚。
二是在于司法鉴定是对案件事实负责而不是对委托人或当事人负责的，也不是可任意启动的市场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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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于它是通过运用科学技术、专门知识执业经验和职业技能，为司法活动提供技术保障和专业化
服务的，而法律服务是依靠法律知识提供服务的。
 第四节 司法鉴定的定位 鉴定意见是一种法定证据，司法鉴定制度是保障司法活动顺利进行的司法制
度之一，司法鉴定管理是司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此，应当正确地把握司法鉴定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公共管理和
社会服务的职责。
 一、司法鉴定在证据体系中的定位 司法鉴定法律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在实施司法鉴
定活动时，既要严格遵守诉讼活动的程序规定和法律要求，又要认真遵循科技活动的客观规律和技术
规范。
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司法鉴定是一种客观因素较高的可量化、可检测的技术手段，它因科学证据的本
质属性和基本特点成为科学性、权威性和可靠性、可信性的统一。
它在诉讼中尤其是在审判活动中是一种法定证据和司法证明制度，具有直接认定案件事实和判断其他
证据的特殊功能，在司法证明活动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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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材:司法鉴定通论(第2版)》注重司法鉴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充分反映相关领
域最新研究成果，提出解决司法鉴定问题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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