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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系列教材·法学：证据法学教程》的编写，我们特别注重“高水平”和“
实践性”的有机结合，切实落实第二次全国公安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公安专业教材要逐步向高
质量、整体优化的方向发展”的要求。
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1.吸收最新成果，反映时代特色，适应当前公安工作的需要。
为公安工作服务是公安高等教育工作的宗旨和灵魂，本套教材本着从实践中来，又高于实践的原则，
针对公安工作的实践要求，吸纳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国家最新的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为依据，充分反映现行法律法规和主要规章的内容，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2.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因循守旧，力争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上有所创造和突破，站在21世纪初
的学术前沿，开拓各门学科的新领域，以最新的观念、知识和方法充实、丰富各门学科，不断推动整
个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3.从注重知识传授向重视能力培养转化，适应警务实战的需要。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知识、方法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着眼于培养公安院校学员对道路交
通管理学科理论的应用能力，以提高他们的实战本领，铸造高素质的复合型公安高级专门人才。
　　4.注重学术性、新颖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结合，适应时代要求。
针对21世纪公安高等院校学生的特点和教学的新模式，运用生动的案例、简明活泼的语言阐释相关的
理论。
　　5.力求道路交通管理学科体系和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
各本教材之间互为补充，力避内容重复或缺失。
在编写和审稿过程中，作者和编校者对主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条款以及操作程序，从概念到内容，
逐条予以阐释，努力达到准确、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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