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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
秩序。
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是社会的最后防线。
由于刑事诉讼的这一特性，对证据、证明问题提出了比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更高的要求。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在质和量上必须达到“确实、充分”，对犯罪事实的证明程度上要做到“事实清
楚”，才能认定指控的犯罪成立。
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收集和运用证据，正确地运用证据认定犯罪事实，既是实现刑事诉讼任务
的前提，也是维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基石，是决定诉讼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
特定时期和环境中的人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取得的认识成果只能是相对真理，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
分和颗粒。
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刑事诉讼实践，就是刑事证据所追求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统一。
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完全达到对过去发生的犯罪事实的客观认识，但根据刑事证据的收
集、运用和审查，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再现犯罪事实，尤其是与定罪量刑相关的某些基本的犯
罪事实。
而这里的客观真实只能是相对的，是一种法律真实，而不能是绝对的客观真实。
正确地认识刑事证据的这一基本特性，对我们的刑事证据立法与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在刑事诉讼证据领域，存在许多前沿的问题。
对这些前沿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指导刑事诉讼实践，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
本书通过一些典型案例，揭示了刑事证据领域目前存在的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结合我国目前的
刑事证据法律规则和证据原理，进行全面的研讨，其目的是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刑事证据的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对广大公民来说，了解这方面的法律和专业知识，同样是有
现实意义的。
因为刑事诉讼关系到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社会的安全和公正，熟悉刑事证据知识和法律规则，是
广大公民在刑事诉讼中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监督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
本书从向广大公民介绍刑事证据法律知识的角度出发，在案例选择、文字表述、评析内容上做了相应
的安排，从而使本书做到专业性与普及性、知识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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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刑事诉讼证据基本知识　1．什么是刑事证据的三性？
　2．如何理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3．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4．在刑事自诉案件中，举证责任如何承担？
　5．如何理解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在刑事诉讼中，法庭质证应当如何进行？
　7．在刑事诉讼中，如何审查证人证言？
　8．在刑事诉讼中，如何审查鉴定结论？
　9．什么是法官的庭外调查权？
　10．在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推定？
　11．如何理解刑事诉讼中的衍生证据？
　12．在刑事诉讼中，如何收集电子证据？
二、侵犯人身权利案件证据案例　1．诽谤罪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承担？
　2．民事诉讼中推定受害人死亡，能否以此给加害人定罪？
　3．犯罪嫌疑人对受害人实施搂抱、威胁等行为但自称只想调戏，能否认定强奸罪成立？
　4．在认定犯罪事实的过程中，口供的证明力应当如何补强？
　5．如何通过证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
　6．关键证据相互矛盾的，能否认定犯罪事实？
　7．测谎结论能否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
　8．公诉案件起诉书中缺少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应当如何处理？
　9．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的，能否认定犯罪事实成立？
　10．刑事侦查因证据不足被撤销后，当事人能否获得民事赔偿？
　11．犯罪预备阶段中止，在证据方面有哪些特征？
　12．有证据表明窝藏对象有犯罪行为但未被抓获和查实，能否对窝藏人定罪量刑？
　13．在刑事诉讼中，未成年受害人能否不出庭作证？
三、盗窃案件证据案例　1．在侦查盗窃案件过程中，超期羁押期间获取的口供能否作为合法的证据
使用？
　2．侦查人员以个人名义作出刑事案件结论，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3．侦查人员制作的“案发经过”能否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4．在认定形迹可疑自首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形迹与证据的关系？
　5．在共同盗窃案件中，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证明力如何认定？
　6．违反法定程序收集指纹及其鉴定结论，能否依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7．“骨龄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认定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惟一依据？
⋯⋯四、交通肇事案件证据案例五、诈骗案件证据案例六、毒品犯罪证据案例七、证据犯罪案例八、
其他九、附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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