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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扎实贯彻，司法鉴定在服务诉讼
活动，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司法鉴定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可为错综复杂的诉讼活动提供科学的证明，是司法体制改革
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鉴定制度逐渐显现出滞后的趋势，出现了许多与诉讼价值目标、庭审方式
改革、证据制度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
种种弊端，严重损害了鉴定的严肃性，也与我国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的诉讼价值目标相悖。
因此，通过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鉴定制度、努力促进并维护司法公正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了。
过去的经验证明司法鉴定活动缺乏规范性，司法审判也会失去规范性；司法鉴定结果混乱，审判结果
也会出现混乱。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传统的司法鉴定制度与诉讼制度和司法公正的要求不相适应，司法鉴定
的保障、服务能力与人民群众、司法机关日益增长的诉讼要求不相适应。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加强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
司法机关和公民、组织进行诉讼的需要，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作出了一些明确的规定。
虽然《决定》为改革注入了活力，但由于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具有悠久的传统，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之
事。
至今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依然存在一些与司法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
其一，申请鉴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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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一般分析与个案阐述相结合的方法，以司法鉴定的理念追求为
线索，以当代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司法鉴定体制发展趋势为参照，重点研究了司法鉴定的基本概念、司
法鉴定的启动程序、司法鉴定证据制度的实务问题、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制度的完善等问题，对司法鉴
定的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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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名册登记问题《决定》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和司法
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人民法院在司法鉴定改革中为保持其诉讼的中立性被《决定》禁止设立鉴定机构。
笔者认为禁止法院设立鉴定机构是合理的。
如果一个案件存在几个不同的鉴定结论时，法院可能会盲目信赖自己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结论。
因为自己内设的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结论即使出现错误也无需法官承担责任，法官在趋利避害的风险
衡量中，往往选择风险较小的近路，致使其不加审查地采用自己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结论，必然会影
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技术咨询、技术审核管理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
托、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这标志着法院撤销鉴定机构后对司法鉴定工作的态度以及坚持的
基本方向。
从上述规定。
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实行名册管理，而这种名册管理与司法行
政部门的登记管理之间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人民法院对法医、物证和声像资料鉴定专业机构从司法行
政部门编制的名册中择优编制，存在对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考评”的嫌疑。
这种编制的名册是对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管理的鉴定机构进行的重复登记，必然会造成名册内与名册外
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诉讼中享有不同的“待遇”。
二是人民法院选录编制的鉴定机构名册，被当事人选择后，一旦鉴定结论出现错误，其责任应当由谁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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