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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的证据学者非常注重研究证据的审查问题———人们习
惯使用的术语是“审查判断证据”。在一段时期内，审查判断证据几乎成为证
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最有实用价值的内容。正如巫宇甦教授在其主编
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证据学教材中所指出的: “审查
判断证据是诉讼中证明活动的关键环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认真审
查证据，正确判断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作用，才能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
真实情况，完成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任务。”① 陈一云教授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期主编的《证据学》教材中也指出: “审查判断证据是诉讼过程中的一项
重要活动，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决定性步骤。”② 因此，上述两部在当时最有影
响的证据学教材不仅设专章讲述 “审查判断证据”，而且在分章讲述物证、书
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等各类证据时还都用专节讲述 “审查判断”的问题。

后来，江伟教授主编的《证据法学》③ 也沿用了这种内容体系的设置。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证据学教材④在内容体系上出现了一些变化，除了
加强对证明问题的阐述和证据规则的介绍之外，“审查判断证据”问题的地位
也开始出现了弱化的趋势。例如，在刘金友教授主编的 《证据法学》中，各
种证据的审查判断被删除了，相关内容分别在 “证据的查证与质证”和 “综
合审查判断证据”两章中讲述; ⑤ 在卞建林教授主编的《证据法学》中，各种
证据的审查判断则被压缩为“证据的审查判断”章中的一节。⑥ 在笔者主编的
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统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新编证据法学》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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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宇甦主编: 《证据学》( 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 ，群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4 页。
陈一云主编: 《证据学》(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7 页。
江伟主编: 《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这一时期的教材多使用“证据法学”作为书名，参见何家弘: 《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载

《法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
刘金友主编: 《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卞建林主编: 《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们没有设专章讲述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而是在 “认证制度”一章中进行了

讨论; ① 在笔者与刘品新博士合著的《证据法学》中，我们则只是编写了 “证

据证明力的审查评断”一章。② 教材内容体系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证据学研

究方向的转化———从单一的认识论目标转向包括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多元目标以

及从运用证据的方法转向运用证据的规则，也反映出我国证据学理论的改进或

完善。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 “审查判断证据”的界说也发生了一些微妙但意义

深远的变化。例如，陈一云教授在其主编的教材中说道: “审查判断证据，是

指司法人员对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鉴别其真伪，找出它们与案件事实之

间的客观联系，确定其证明力，进而就案件事实真相作出结论的活动。”③ 而

卞建林教授在其主编的教材中说道: “审查判断证据，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当

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以鉴别其真

伪，确定其有无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的一种诉讼活动。”④ 上述

两个界说的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认为审查判断证据的目的就是确定证据的证明

力以便查明事实真相，而后者则认为审查判断证据的目的还应该包括确定证据

的证据能力，⑤ 即判定受审查的证据是否具备诉讼中的证据资格，应否准许

其进入诉讼的大门。这一细微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证据学研究

重心的转移，而且这种扩展了的证据审查功能更贴近司法人员运用证据的实

践，特别是法官对证据的认定活动。由于 “证据的认定”或 “认证”是目

前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所以我们使用 “证据的审查认定”作为本

书的主题。

本书的编写分工如下 ( 以编写章节为序) :

何家弘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学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 : 第

一章、第十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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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主编: 《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何家弘、刘品新: 《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顺便说一句，我们认为，就证据的证

明力而言，“评断”可能是比“判断”更为恰当的用语，因为“判断”的结论往往只是或真或假、或
对或错、或有或无的两极，而“评断”的结论则可以包含大小、高低、强弱等多个层级。人们对证据
证明力的认识显然主要不在于前者而在于后者。

陈一云主编: 《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6 页。
卞建林主编: 《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8 页。
笔者认为在这种语境下，“证据能力”比“证明能力”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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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淑玲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 第二章、第十五章第

二、三、四节

王 佳 ( 国家行政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 第三章

陈 碧 (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 第四章

廖 明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 : 第五章

刘立霞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博士) : 第六章

张君周 (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 第七章、第十五章第

二、三、四节

刘英明 (上海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生) : 第八章

张丽云 ( 中国刑警学院基础部主任、教授、法学博士) : 第九章

王 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法学博士) : 第十章

刘晓丹 ( 中国人大学法学院法律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法学博士) : 第十

一章

刘品新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法学博

士) : 第十二、十三章

刘昊阳 (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系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 : 第十四章

全书由主编、副主编和部分作者统一修改定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

学军副教授、许明工程师以及毛自荐、何然参与了书稿的修改工作。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研

究”① 的最终成果。本课题的前期研究成果集中收入笔者主编的 《证据法学研

究》② 之中，内容包括证据法的认识论原理、价值论原理、方法论原理、程序

论原理、信息论原理、概率论原理、逻辑学原理等。如果说那些前期成果所体

现的主要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那么这最终成果所体现的则主要是本课题

研究的实践价值。诚然，本书中讲解的规则都是学理性的，对司法人员没有约

束力，但是我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司法实务人员信赖的工作指南。

本书是课题组全体研究人员集体智慧和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写作过程中，

我们曾经三次召开研讨会 ( 包括邀请具有实务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对

·3·前 言

①

②

项目编号为 06BFX055。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本研究成果进行鉴定之后，
于 2009 年 5 月批准结项。评审专家对本书内容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笔者表示衷心感谢。

何家弘主编: 《证据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书稿提出修改意见) ，四次全面修改，才最后定稿。作为主编，我要向全体作
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代表全体课题组成员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
我们科研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何家弘
2009 年 8 月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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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据的审查认定导论

证据是司法人员认识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或桥梁，因为

若离开了证据，司法人员便根本无法认知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证据是司法人员正确认定事实的基础，是实质意义

之司法公正的保障。然而，证据并非总是服务于司法公正的。历史的经验告诉

我们，几乎在每一起刑事错案的成因中都存在着证据的作用，尽管有时这作用

只具有表面或次要的属性。① 在错案的问题上，人们不能去责怪证据，因为证

据并不能自己去实现证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功能。其实，证据的错误都是

人类的错误———主要是司法人员通过证据去认定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时发生的

错误。因此，为了防止错误，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的时候必须首先对证据进行

认真地审查，并力求在此基础上达成对证据的正确恰当的认定。

第一节 审查认定证据的概念

一、证据的审查和证据的认定

证据的审查是指有关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证据进行的考察、检查、分析、

研究等活动。证据的认定是指有关人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进行判

① 在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3 月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的“刑事错案实证研
究”课题组成员在黑龙江、北京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发放了关于刑事错案的调查问卷 2501 份，收回有
效问卷 1715 份。调查对象主要为上述地区的公安 ( 厅) 局、检察院、法院、律师 ( 法律) 事务所、司
法局等单位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在问卷调查中，对于“您认为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的问
题，选择“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者占 63%，选择“办案人员徇私枉法、刑讯逼供”者占 45% ; 选
择“现有的办案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者占 42%，而这三个选项都隐含着证据问题; 对于“您认为在
实际办案中证据方面出错对错案形成的影响大不大”的问题，认为“影响很大”和“影响较大”的人
数共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91. 5%。参见何家弘、何然: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
析》，载《政法论坛》2008 年第 2 期。



断、评断、认可、确认等活动。证据的审查与证据的认定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的概念。一方面，审查证据不等于认定证据; 另一方面，认定证据离不开
审查证据。简言之，审查证据是认定证据的前提和基础，认定证据是审查证据
的目的和归宿。为了叙述的简便，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 “审查认定证据”或
“证据的审查认定”。

( 一) 审查认定证据的主体
审查认定证据的主体就是对证据进行审查和认定的人，但是审查证据的人

和认定证据的人并不完全等同。例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凡是使用证据的
人，都要对证据进行审查，侦查人员对于自己收集或他人提供的证据要进行审
查; 律师对于自己收集或他人提供的证据也要进行审查; 审查批捕或起诉的检
察人员对于侦查人员提供的证据还要进行审查; 审判人员对于诉讼双方提供的
证据当然也要进行审查。但是，认定证据是法官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职能活动，

是具有特定法律效力的司法行为，因此，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律师只是审查
证据的主体，不是认定证据的主体，只有法官既是审查证据的主体也是认定证
据的主体。换言之，认证的主体只能是法官，而对证据进行审查的主体还包括
侦查人员、检察官和律师。在本书中，我们讲述的主要是法官对证据的审查认
定。当然，这些内容对于其他需要审查证据的人员也有指导意义。

( 二) 审查认定证据的客体
审查认定证据的客体即审查认定活动的对象。顾名思义，这对象就是证

据。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审查认定证据的对象是证据而不是案件事实。在诉讼
活动中，案件事实也需要审查认定，但是它与证据的审查认定不可混淆。审查
认定证据是为认定案件事实服务的，但是认定证据并不等于认定案件事实。在
司法实践中，也许人们有时并不严格区分对证据的认定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然而，就诉讼中的认识活动而言，认定证据应该与认定案件事实区分开来，因
为它们是法官“决策”过程中两个相互衔接又相互区别的认识阶段。一方面，

认定证据并不等于认定案件事实，即使确认了案件中所有证据的证明力，也不
等于就完成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另一方面，认定案件事实也不等于认定证
据，法官不能用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笼统地代替对案件中各种证据的认定活
动，后者应该在程序和方法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三) 审查认定证据的内容
法官审查认定证据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审查证据能力，确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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