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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院判决的基础在于小前提事实的认定，而事实又靠证据来证明。
至于法院要如何利用证据来认定事实，其方法有两种，一为自由心证法制，一为法定证据法制。
在大陆法系国家，因采用职业法官裁判制，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及案件事实，均由法官以自由心
证裁量判断，因此盛行自由心证法制。
在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用陪审团裁判制，由当事人互相对抗，由陪审团认定案件事实。
因陪审员并非法律专业人员，是以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一套复杂的证据规则，供陪审团遵循，因此倾
向于法定证据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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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两岸民事法律行为的往来现状　　台湾地区于1992年7月31日制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
关系条例”（以下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其中第63条第1款规定，两岸人民间，或大陆地区人民
相互间及其与外国人间，在大陆地区成立之民事法律关系及因此取得之权利、负担之义务，以不违背
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承认其效力。
　　反言之，若是在台湾地区成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及因此取得的权利、负担的义务，在我国大陆地区
的效力如何，是否承认其效力，则有疑义。
按理，我国既然已经废除了原来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六法全书”法律，其准据法似应适用我国新制定
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而无适用现行台湾地区六法全书法律之余地。
再者，由于台湾地区是属于我国领域内，若非涉及人或事的涉外法律关系，不论当事人的两造是否为
台湾地区或大陆地区居民或法人，均与一般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不同，原则上亦无适用“涉外民事法
律适用法”审酌准据法之适用决定其权利义务关系状态之余地。
　　唯为顾及两岸目前既然存在着相异的法令现状事实，此与涉外民事规范法律冲突之情形相类同，
及兼具两岸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则于裁判时自应寻觅解决法令适用的方法
。
我国于1994年制定有《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于1999年发布《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
其中第5条规定，台湾同胞投资适用《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未规定的，比照适
用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及行政法规。
第6条规定，台湾同胞投资，比照适用国家关于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
即以法律规定，将台商投资的地位，列为和大陆其他企业同等的待遇，同时将台商比照外商，适用关
于涉外的经济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有关诉讼管辖，也将台湾地区和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列于规定中。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6点规定，涉外商事
合同当事人可以协商明示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
第48点规定，选择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实体法规范，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规范。
第49点规定，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作出选择准据法，人民法院应按照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原
则适用之。
第5点规定，外国法律的内容无法查明时，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50点规定，当事人不得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
第5点规定适用外国法律，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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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论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法制及其发展趋势——以两岸民事诉讼法制为中心》由姜礼增著，本书
即是以我国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有关诉讼审判自由心证和法定证据的相关规定为基点，以严谨的论述
架构方式，从法体系的历史渊源到比较法的相互印证逐一剖析，用通俗的语言、简单明了的方式，整
体地介绍一门艰深难懂的法律。
可以说，本书是两岸现今民事诉讼审判实务的缩影，足以提供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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