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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
总论部分从界定民事科技证据的概念和分析民事科技证据的法律性质、基本特征入手，分别阐述了国
内民事诉讼和国际民事诉讼中科技证据的适用规律，分析了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变迁对我国的
启示，介绍了世界科技证据制度改革的探索情况，最后对中国科技证据的立法进行了展望。
分论部分则论述了几种具体的民事科技证据，包括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测谎结论。
通过对上述民事科技证据问题的研究探讨，希望能对更好地运用科技证据开展民事证明活动，保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民事司法公正，加强科技证据立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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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继福，男，1967年生。
1989年从辽宁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从事过八年审判工作。
199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主攻民事诉讼法。
1999年到燕山大学任教，现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诉讼法专业硕士生导师。
本书系其主持的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事科技证据研究”（项目编号：HB10HFX077
）的最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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