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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证据规则适用》归纳了大量的证据运用方面的技巧和方法，如：如何确定证明对象，收集证据
的技巧与方法，如何进行举证、质证和认证，如何判断证据的证明标准等。
同时，围绕日常生活中适用证据规则经常遇到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过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
典型案例，对司法实践中的证据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并对证
据运用的前沿理论作了详细的介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实现证据收集、审查、运用行为的
有序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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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民事证据概述 第一节 民事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民事证据的概
念和特征 二、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的比较 第二节 民事证据的学理分类和法定形式 【规则要点】 【理
解与适用】 一、民事证据的学理分类 二、民事证据的法定形式 第三节 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 【规则要
点】 【理解与适用】 一、须用证据证明的事实 二、无须证明的事实 第四节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 【规
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二、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 第五节 典型案例分析 1.什么
是本证、反证与反驳证据？
 2.什么是间接证据？
 3.什么是传来证据？
 4.什么是最佳证据？
 5.什么是证明对象？
  第二章 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与期限 第一节 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含义 二、指导当事人举证 三、“谁主张，谁举证”的含义 四、民事诉讼举证责
任倒置 五、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 第二节 民事诉讼的自认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自认的
概念 二、拟制的自认 三、代理人的承认与自认 四、自认的撤回 第三节 民事诉讼的举证期限 【规则要
点】 【理解与适用】 一、民事诉讼的举证通知 二、当事人及时提供证据义务的立法背景 三、民事诉
讼的举证期限 四、证据收据 五、人民法院的释明义务 第四节 民事证据的庭前交换 【规则要点】 【理
解与适用】 一、庭前证据交换的内容 二、庭前证据交换的具体操作 三、庭前证据交换应注意的问题 
第五节 典型案例分析 1.什么是法官的释明权？
 2.什么是举证责任？
 3.什么是证据补强规则？
 4.什么是新的证据？
 第三章民事诉讼的取证、查证与证据保全 第一节 民事诉讼的取证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
民事诉讼取证的基本特征 二、民事诉讼取证的注意事项 第二节人民法院查证 【规则要点】 【理解与
适用】 一、人民法院查证的提起 二、人民法院查证的范围 三、人民法院查证的执行主体 四、人民法
院查证的具体操作 第兰节 民事诉讼的证据保全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民事诉讼证据保全
的概念 二、民事诉讼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手续 三、民事诉讼证据保全方法 四、民事诉讼证据保全的效
力 五、民事证据诉前保全 第四节典型案例分析 1.如何证明所购手机功能与宣传不符？
  2.如何证明丢失的保管物品是贵重物品？
  3.离婚时，如何证明对方存在外遇？
  4.离婚时，如何证明对方存在家庭暴力？
  5.如何防止医疗机构篡改病历？
  6.对当事人自认的与己不利的事实，法院能否予以确认？
 第四章民事诉讼的质证与认证 第一节 民事诉讼的质证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质证的构成
要素 二、公开质证的例外 三、原件、原物质证的例外 四、质证的具体操作 五、公证证明作为证据的
效力 第二节 民事证据的审查认定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认证的概念 二、认证的原则 三
、认证的标准 四、认证的具体操作 第三节单一证据的审查认定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单
一证据审查认定的概念 二、对书证和物证的审查认定 三、单一证据审查认定的方法 第四节非法证据
的审查认定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 二、非法证据的审查认定 第五节
证人出庭作证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证人作证义务和证人资格 二、证人出庭作证 三、
证人出庭费用负担 第六节鉴定人出庭作证 【规则要点】  【理解与适用】  一、启动鉴定程序和确定鉴
定人 二、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 三、鉴定人出庭作证 ⋯⋯ 第五章 婚姻家庭纠纷证据运用 第六章 债务
纠纷证据运用 第七章 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证据运用 第八章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证据运用 第九章 劳动
争议纠纷证据运用 附录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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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尽可能不自行委托鉴定人鉴定 婚姻家庭纠纷诉讼中的鉴定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当事人
一方自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二是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前一种是由一方当事人单独自行委托的鉴定，后一种是由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在人民法
院同意的情况下，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
这两种鉴定方式虽然都是法律允许的方式，但是在其效力以及证明力的确定上是不同的。
一般地讲，当事人应当尽可能地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这不仅是因为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的正确性和真实性往往会遭到对方当事人的质疑，而且还在于
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
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将准予重新鉴定，从而有可能导致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被否定。
 4.可以聘请专家参与鉴定意见的质证 由于鉴定意见是针对诉讼中的专门问题作出的意见，而对于这些
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一般当事人和律师均缺乏相关知识和分析、鉴别能力，难以判断其意见的正确性
及其正确的程度。
又由于鉴定意见在婚姻家庭纠纷诉讼中的重要性，以及某些鉴定意见可能存在的问题。
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正当权利和实体法上的得益，也为了有助于法官分析、审核和考查判
断证据，《证据规定》第61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参与对鉴定意见及其鉴定
人的质证。
为此，在诉讼中如果需要，当事人应尽可能聘请专家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参与对鉴定意见的质证。
 （六）视听资料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婚姻家庭纠纷诉讼中，视听资料的运用从目前的情况看，主
要应当注意的是“偷拍偷录”与“私自录制”的区别问题。
 所谓“偷拍偷录”，是指在未经他人同意或知晓的情况下，采用法律禁止的秘密手段，或者法律禁止
使用的工具、设备，偷拍他人行为和偷录他人之间谈话而获取录像、录音证据的行为。
所谓“私自录制”，是指在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未向对方作出任何明示的情况下，采用拍摄和录
制的方式获取录像、录音证据的行为。
 在诉讼证据上，“私自录制”与“偷拍偷录”不仅是相互对应的两个概念，也是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
两种行为。
“私自录制”，实际上就是法律上所说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拍摄、录制视听资料”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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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证据规则适用》对于拓展司法工作人员的视野，促进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
我们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学习相关的知识，增强证据意识，树立在诉讼中“有证据走遍天下，没证据寸
步难行”的信念，真正懂得让证据这个“诉讼之王”来为自己说话，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证据规则适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