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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民事诉讼法新发展》名称为《外国民事诉讼法新发展》，民事诉讼法指的是“大民诉”，包括
民事证据法和民事执行法。
由于当今世界各国ADR的发展与民事司法改革具有密切关系，故将有关ADR的内容放在概述或者司法
改革的背景中予以论述。
关于新发展的界定，各国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认为应以最近一次该国对法典的全面修改或者新制定
的民事诉讼法为准，其后某些方面的制度改革或小规模的修改立法也属于新发展的范畴。
《外国民事诉讼法新发展》重点介绍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的民事司法改革、法典的新规定，新的理
论发展、诉讼实践及发展趋势，并指出对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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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民事诉讼证据由于日本近代的法制建设受德国法的深刻影响，以及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诸多著名
学者的留德经历，其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深受德国证据制度影响。
甚至可以说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包括证据制度的“根”就在德国。
因此，在日本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关证据制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与德国民事诉讼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联。
（一）民事诉讼证据概述[1]1．证据。
在日本，所谓的证据，是指在对作为判决之基础的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可以向法院提供的据以认定事
实的资料的总称。
就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概念而言，常常在多种意义上使用，可以理解为证据方法、证据资料，在某些场
合甚至被理解为证据原因。
该术语常常与证据调查紧紧联系在一起0[2]所谓证据方法，是指法官为了获得判决的基础资料，可以
直接通过作为事实认定主体的法官的感官作用加以调查取证的对象物。
它可以分为人证与物证，人证又可以分为证人、当事人、鉴定人，而物证则包含文书与勘验标的物。
证据资料是指通过证据调查从具体的证据方法中获得的内容，例如证人证言。
而证据原因是指可以促成法院对于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形成心证的根据。
证据原因不但包括法院在事实认定中采用的证据资料，也包括辩论的主旨。
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认可的证据方法共有五类，即证人、鉴定人、当事人本人、勘验物和文书。
2．证据能力和证据力。
证据能力是指一定的资料可以被用于诉讼中的事实认定的基本资格，又称证据资格。
而证据力又称证明力，是指一定的证据资料对于事实认定有无作用，能否对法官就争议事实的判断产
生影响。
在现代自由心证主义背景下，民事诉讼法原则上只对特定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判断予以法律性的
规制，而对证据力的大小的判断不实施规则性的干预，而将其委之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证据力可以分为形式证据力和实质证据力。
这种区别在以人的意思表示透过文书的记载而成为证据资料时，反映得尤为明显。
如文书是否真正成立——即是否为署名人的意思表示的问题属于形式证据力；而其对法官就待证事实
存在与否之判断产生何种影响、发生何种作用的问题则属于实质证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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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民事诉讼法新发展》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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