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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诉讼证据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铺路石

证据是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前提与基础。在司法活动中，要确保司法公

正，必须构建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证据制度建设一直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

和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奠定司法公正的基石。证据制度是法律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处

于诉讼制度的核心地位。证据对于任何创设了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制度来说都

是基础性的。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和证据制度，对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明社会，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其次，促进证据规则的科学化和体系化。证据制度建设不能采取零打碎

敲的办法，必须重视构建基础性、系统性的理论体系；证据制度建设应当以

相关性为逻辑主线，同时以准确、公正、和谐与效率作为价值基础，构建一

个逻辑自治的系统化的证据规则理论体系。

再次，规范司法证明活动。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易于理解和掌握的证据

规则，有利于提高司法人员辨别证据真伪和发现事实真相的能力，切实保障
各类案件的审判质量，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和实

现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

最后，减少冤假错案，提高司法公信力。完善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

构建具体的举证、质证和认证操作程序，有利于规范刑事司法机关和司法人

员合法收集证据、合理审查判断证据以及正确运用证据的行为，同时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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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规范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应当看到，由于我国证据立法工作起步相对较晚，三大诉讼法中的证据

相关性、可采性、证明力和可信性等证据属性尚需进一步明确，个别证据法

条文内容和形式有待进一步斟酌，司法实践中一些证据规则的“地方性立

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证据法在我国的统一适用。

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牵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中国应用

法学研究所联合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究”

(1 l&ZDl 75) , 正是基于对上述重大意义的考量，直面司法实践的现实问题，

回应对证据规则的迫切需求所形成的一部阶段性成果。本书作为这一研究课

题的重要表现形式，目的是希望通过系统归纳、梳理，提炼三大诉讼法中的

证据法通则，力争在理论上能够构建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证据法逻辑体系，

以便能够准确把握证据法的立法宗旨、一般原则和基本原理，从而为实现审

判公正与提高审判效率，为我国将来的证据立法，特别是构建“三法合一”

的证据法理论体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体现在：

第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本书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我国目前有关刑事

诉讼证据、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的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中有

关证据规定，总结归纳现有立法和实践中的合理规定和做法；坚持循序渐进、

适度超前，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合理规定写进来，积极借鉴域外证据制度发

展成果，反映当代世界证据立法和司法的发展趋势；同时充分考虑到目前司

法实践和证据法的发展需要，这对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领先地位的

证据制度体系，促进司法公正和法学教育改革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突出共性，兼顾个性。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

的引导作用，用正确的理论推动司法实践、引领证据制度的发展进步。以理

论为基础，以实践为标准，全面推进诉讼证据规定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

制度建设。按照证据法基本原理，通过对现行证据规定“软件升级”的办法，

对现行证据规则进行系统梳理、编纂，通过把三大诉讼法中一些重复的内容

进行合理归纳、梳理，提炼为证据法通行规则或一般原理，从而建构一体化

的证据法逻辑体系；通过合并同类项的方式，正本清源，消除明显存在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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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从而有效解决内容重复问题。

第三，把握好诉讼法与证据法的关系。遵循司法规律，更新证据观念，

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原则，统筹证据法

一般原理与三大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关系，采取总则与分则相结合，把三

大诉讼法中通行的证据规则编入总则，同时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体制、司法

机构设置、司法权力配置以及诉讼程序和诉讼结构的特点，使证据制度在取

证、举证、质证、认证等司法证明各环节都能够发挥作用，从而致力于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领先地位的科学、合理、务实、可行的证据制度体系。

证据制度的研究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任务艰巨，贵任重大，使命光

荣。我们希望并期待这项研究成果能够为完善我国的证据立法，特别是制定

《统一证据法》发挥“先行者”和＂铺路石”的作用，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权威，贡

献绵薄之力。

是为序。

沈德咏

2020 年 2 月 28 日



前 言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究" (ll&ZD175) 

的最终成果。 2011 年 12 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

究“正式立项。本课题首席专家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同志（现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因工作调动原因， 2013 年底，经国

家社科基金委同意，按照重大课题管理程序，本课题的首席专家变更为时任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主任）。

本项目责任单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合作单位是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室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本项目研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研究成

果的实用性。为此，合作单位确定了 10 个试点法院，分别为：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安

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

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仓区人民法院、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及重庆市浩陵区人民法院。

本项目总体框架是：以相关性为逻辑主线，以准确、公正、和谐、效率

为价值基础，构建科学的证据理论体系，并对三大诉讼法和有关实体法中的

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定进行梳理和编纂。在此基础

上，开展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情况调查研究，经过反复研讨，形成

《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司法解释讨论稿）》。然后，在 10 个试点法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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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讨论稿进行全面试点，并根据试点情况及发现的问题，对该讨论稿进一步

修改、补充和完善，形成最终的《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

稿）》。

本项目共有 9 个子课题，即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理论体系研究，人民

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现状调查研究，三大诉讼证据共性和特殊性研究，国

外证据规则比较研究，科学证据与司法鉴定研究，证人作证规则研究，证据

排除规则研究，程序性证据规则研究，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研究。对证据规

则的上述专题研究，一方面是要通过调研和试点，把握证据规则适用的重点

和难点，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或办法，将其变为可操作性的规则；另一

方面，通过专题研究，加深对证据规则理论基础的理解，构建科学的证据法

理论体系。

本课题有以下三个主要任务：

第一，构建中国证据规则理论体系。我国现行的证据规则比较散乱，分

散在三大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两个证据规定、“两院三部“两个证据规定，

还有实体法的一些证据规定中，由于不成体系，不便于法官理解、掌握和运

用。因此，课题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中国证据规则理论体系。这就要首先加

强证据法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同时，又要将具有普适性的证据法学理论与中

国司法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诉讼证据规定理论体系。

第二，开展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专题研究。课题将在全面研究基础上，

对证据开示、法院取证、证据保全等程序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

出庭作证问题、口供的审查判断及采信标准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

究，为各项证据规则的设计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三，全面提高法官的证据科学素质。要以《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

为基本教材，对法官进行系统的证据科学知识培训，提高审判水平、促进司

法公正。

诉讼证据的科学发展，对完善相关立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促进司法公正，保障人民权利，繁荣法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项目开题报告会上，时任首席专家张军同志就提出，课题研究要严格遵

循立项通知书提出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成果质量、经费使用、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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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求，坚持正确方向，统一研究思路，明确课题定位，在尊重现行法律框

架、立足司法实践、遵循司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努力推出对实践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对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学术有重要理论贡献，代表国家

水准的标志性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要努力做好总课题和子课题的统筹协调，

抓紧组织各自团队，尽快将任务落实到人，齐头并进，形成合力，一起为推

出高水准的研究成果贡献力量；要全面梳理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

件中的证据规范，逐条讨论课题组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人民法院

诉讼证据规定（建议稿）》，基本成熟后以书面方式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力求

科学合理；抓紧组织、尽快开展走访座谈、案件抽查、数据统计等实证调研，

认真听取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意见和建议，确保研究成果务实、管用。

如何把这个课题做得卓有成效，课题组做到了七个坚持：第一，坚持正

确的方向。课题研究要着眼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服务于公正、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特别是诉讼制度建设。第二，坚持中

国特色。要在充分研究和适当借鉴国外先进证据理念和证据制度的基础上，

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证据规则。第三，坚持法治原则。立足和尊重现行的法

律，促进完善现行的法律。第四，坚持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现在的法院工

作实际，甚至联系国外诉讼制度的实际。第五，坚持“学” “院”结合。就

是大学和法院要紧密结合，上下级法院紧密结合，专家学者和法官紧密结合。

第六，坚持创新发展。遵循证据法治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在坚持现行证据

规则的基础上，适当突破。第七，要坚持内外有别。成果的内部使用和外部

的发表、公开要有区别。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法条编纂。

按照证据法基本原理，对三大诉讼法、有关实体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中的现行证据规则进行全面梳理、系统编纂；采用“总则”与“分则”结合

的办法，建构中国证据规则体系以解决理念缺失和逻辑混乱的问题；合并同

类项以解决内容重复问题；正本清源以消除明显的立法错误。确立有限的目

标一先解决“三证合一”的有无问题，再解决修改、完善问题。第二，实

证调研和试点。证据法是法官审判经验的总结。在 10 个试点法院开展人民法

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情况调查研究，总结法官的审判经验，并在反复研讨基



前言 I 001 

础上形成《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司法解释讨论稿）》；然后，对该讨论

稿进行全面试点，最大限度地检验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并认真总结各地法院

适用证据规定的经验，使其不断完善。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首席专家沈德咏大法官强调，本项目的研究，必须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为标准，着力推进诉讼证据规定

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制度建设，为立法、司法、执法等领域的重大决策

提供参考依据。开展“诉讼证据规定项目”研究，要在发挥院校合作优势、

开展实证调研、反复研究论证、推动成果转化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本项目研

究要遵循司法规律，更新证据观念，把现代证据观念贯穿于项目研究和制度

构建的始终。要放眼世界，追求国际领先，全面考察、积极借鉴域外证据制

度发展成果，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领先地位的科学、合理、务实、

可行的证据制度体系。

根据课题研究的总体设计和研究目标，按照首席专家沈德咏大法官提出

的“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体现特点，做到取舍有度、收放有度、大小得当“

的研究思路，本课题组前后历时 8 年，几易其稿，终千完成了《人民法院诉

讼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经报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审定同意，将该成

果确定为《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以下简称《证据指南》），并

决定正式出版，供全国法院法官审判案件适用证据规则时参考。

《证据指南》共分为 9 章，全文计 147 条。条文内容主要采取“编纂”方

法，绝大多数条款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款内容。

第一章为“总则”。明确了一些基本原则，共计 6 条。确定了统一证据规

定适用于人民法院三大诉讼的宗旨，确定并论证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

原则、证据采信的要求等；在《证据指南》中起到一个“总纲”的作用。

第二章为“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制度是证据规则适用的一个“入口"'

本章是关于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共计 18 条。由于证明

主体和证明对象的差异，本章首先对证明对象和免证事由作了规定，然后分

别对刑事诉讼证明贵任、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和行政诉讼证明责任进行了规定，

目的在于明确各自领域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其法律后果［了:心:=·:·_·__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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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由于三大诉讼法本身的差异性，本章

主要是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与民事、行政诉讼当中的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的规定，共计 24 条。

第四章为“举证”。主要是关于实物证据出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

新的证据等，共计 30 条。根据庭审的基本程序要求，先对举证的一般顺序进

行了规定；然后，对实物证据的出示、辨认和鉴定，证人出庭作证，鉴定人

出庭作证进行了规定；考虑到民事诉讼中的不同规定，对于民事诉讼中的

“新的证据“内容单独作了进一步明确。

第五章为“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和证据保全”。考虑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区别于刑事诉讼，本章主要对民事诉讼中的人民法院取证和证据保全的内容

作了规定，共计 15 条。

第六章为“质证”。主要是关于质证的对象、内容和程序方面的规定，共

计 6 条。对当庭质证的要求、质证的内容、质证的顺序、被告人质证、鉴定

意见质证与专家辅助人出庭、二审和再审程序中的质证作了明确规定。

第七章为“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是关于书证、物证、鉴定意见、视听

资料、电子数据、非法证据排除等内容的审查判断，共计 42 条。首先是对于

三大诉讼法中证据审查判断的通识性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定；然后针对刑事诉

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以及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

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进行了规定；最后是对刑事诉讼中的

技术侦查和行政诉讼中的行政合法性证据等特殊内容进行了规定。

第八章为“证明标准”。主要是关于三大诉讼中关于刑事、民事和行政诉

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共计 5 条。同时，对于刑事诉讼中的间接证据定罪的

标准和民事诉讼中的特殊事实的证明进行了明确规定。

第九章即最后一章是“附则”。具体明确了本规定的效力和适用范围，共

计 1 条。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按照通例，对

《证据指南》的适用进行了明确。

在本项目研究过程中，要特别感谢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先生、樊崇义教

授、卞建林教授、杨宇冠教授、顾永忠教授，四川大学龙宗智教授、左卫民

教授，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清华大学张建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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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熊秋红研究员等，为《证据指南》的规

则体系和内容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要特别感谢美国西北大学威格奠尔

(Wigmore) 特席教授罗纳德. J. 艾伦 (Ronald J. Allen) , 作为本项目唯一的

外国咨询专家，他对一些条文的具体内容提出了中肯的改进建议。特别感谢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大法官（时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应用研究所

所长）和上述 10 家试点法院的领导和法官们，他们在《证据指南》起草和试

点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和中肯意见。特别感谢最高人民法院研

究室主任姜启波同志和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应用研究所所长曹士兵同志，

他们为推动《证据指南》的编辑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本书的篇章结

构、内容及存在的任何错漏和不当之处，均由《证据指南》编委会负全部

责任。

《证据指南》编委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编：

沈德咏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分党组书记、主任，时任最

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

副主编：

张保生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中

国证据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时

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颜茂昆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蒋惠岭 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时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应用研究所

所长

执行主编：

张 中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李 明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委会委员：

周加海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李玉萍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应用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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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王进喜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

房保国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吴丹红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李训虎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

施鹏鹏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

吴洪淇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

褚福民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张南宁 湖南省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尚 华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冯俊伟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樊传明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郑 飞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戴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院副教授

蒋 毅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生

李 吟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生

编者

2020 年 3 月 1 日



编写休例说明

－、编纂原则

从司法实践的需要出发，将三大诉讼的有关证据规定进行“编纂"'形成

本《证据指南》，力图实现“三证合一”，有利于我国证据制度的不断完善，

从而有力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此项

工作，减少争议，“编纂”方式主要采取“软件升级”方法，对现行立法和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的现行证据规则进行系统整理和编纂：心建

构体系，以解决理念缺失的问题；＠合并同类项，以解决重复问题；＠正本

清源，以消除一些明显的原理性错误和法律冲突。

二、注释说明

《证据指南》目前采用简要“注释”的方法，对每一条规则背后的证据

法原理作详细的注释说明。例如，第四章第三节“实物证据的辨认和鉴定"'

为什么采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223 条让“证人“辨认的规定。

又如，根据证据法的原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U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 218 条“举证方当庭出示证据后，由对方进行辨认并发

表意见”的规定为什么有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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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用条文采用新法优先原则

本书援引的有关法律条文序号及内容，包括［条文解读】 【相关法规】，

如无特别说明，均指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例如， 200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于规定》，根据 2019

年 12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千规

定〉的决定》，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如无特殊说明，本书均指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 (2019] 19 号）。

四、关于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用法

对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法条中使用“举证责任”的，《证据指南》仍

沿用“举证贵任”；对千原法条中使用“举证证明责任”的，为理解方便，

则改为“证明贵任“。

五、关于引用条文

【相关法规】之［引用条文］中有下圆点的词句，除特别说明外，均为

规则条文引用现行法条的原文。例如，第 4 条（证据裁判原则）：

［引用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第 61 条：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现行R法中的证据规则及本《证据指南〉
使用情况统计

法律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

千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

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

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

问题的规定》

证据规勹厂勹的证据规剿条数

§、~., . 
92 :±,c· 户

: 

，片
t."、, i 

59 巳芘:.LJ.:~\ J 

73 

43 

19 
2 

40 26 

15 
9 



014 I 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

续表

法律及司法解释 证据规则条数 《证据指南》使用的证据规则条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
42 21 

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

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100 51 

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
74 58 

若干问题的规定》

总 计 514 355 



缩略语词表

>-日 1
莽. . 
君己 . 

c 令I . 渍 6
工I 笃

全 称 之－王！ 简 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计 一．户、恤~ 乡~i 《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怅~0 , .J •. 《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迁尸，严、一｝口. 《行政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

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

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解释》

国行政诉讼法〉若千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 “两院三部”《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审查判断证据若千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两院三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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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 称 简 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两院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千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两院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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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一条［宗旨］

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案件，尊重和保障人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

二二祠讼法》尸关法律规定一勹民法院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

呾\u·.. ·. . i .::.; 叩！
•• • 气．．一 ••• ·= ., .• 气刁... , .. -- .... , .... 

」
1. 本条来烦。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立法惯例，本条写明“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入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入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目的是简要说阳本规定的立法来泪，即主要依据是《刑

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结合人民法院审判经验

和实际情况”一旬则表明，本规定还充分吸收了最高入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有关证

据规定的内容。

2. 自的和任务。本条是关于入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的目的和任务的＂立法”

宗旨条款。”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案件”，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

法中均已明确规定的目的和任务，其集中反映了三部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目的和任

务。同时，本条体现了一部司法解释必须以基本法律为依据。

3. 保障人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 条，补充了“尊重与保障入权”作

为制定本规定的宗旨。加强入权司法保障，既是当代世界各国法冶文明的标志，

也是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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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准确＇。本条借鉴了最高入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帽子”条款

的表述方式。根据证据法的规范性表述，将“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中的“正确”

改为“准确''这更能体现诉讼法和证据法的本质特征。与“正确“带有较多主

观价值判断相比，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是以证据相关性为逻辑基础。准确认定事实

是世界各国证据法的共同价值追求，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就没有正确的法律适

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才能减少冤假错案，因而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

［引用条文］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 . . . . . . . . ...... . 
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很概《平华本民共和同民惠质岭法》等有羡

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 . . . . ........... . .... 
2. 《刑事诉讼法》第 2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

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

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顺利进行。

3.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

岁準确汃翠案性事翠，令平、荩时地啊理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 . . . . . . . .... 
［参考条文］

1. "两院三部”《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为依法、公正、准确、慎重地办理死刑案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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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院三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结

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令第二条［证据相关性］

可以用千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没有关联性的材料，不得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畸，条文解读 I

1. 本条来源。本条规定直接引用了《刑事诉讼法》第 50 条第 1 款”可以用

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的规定，并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

释》第 104 条第 2 款”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根据＇的规定，以及最高入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 49 条第 1 款”对与

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的规定。

2. 证据属性。本条是关于证据属性的条款，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证据相关性

（关联性）的定义，二是没有相关性就没有可采性。相关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

它是指证据对待证事实的一种逻辑证明关系，即有助于或“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

实”的证明作用。“没有关联性的材料”由于丧失了证据的基本属性，便不具有

可采性，即“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3. 证据法的基本原则。本条是关于入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的基本原则条款。

相关性是贯穿证据法理论体系的一条逻辑主线。相关性作为现代证据制度的基本

原则有三个含义：其一，它禁止接受任何无相关性、逻辑上没有证阴作用的材料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二，以相关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证据制度，

原则上要求法官采纳任何具有相关性的证据，鼓励采纳对案件待证事实具有证阴

作用的证据；其三，相关性的检验标准是逻辑和一般经验。其核心问题是，一个

证据材料能否与事实认定者先前的知识和经验联系起来，从而使其理性地理解并

处理该证据，并通过经验推论作出准确事实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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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条文］

1. 《刑事诉讼法》第 50 条：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部星矶概。.............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 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第 104 条：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

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讥概，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3.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 49 条：

法庭在质证过程中，过男案叶卓育采联的讥据杜抖，厗了肆除呼兑叽
理由。

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准许当事人补充证据的，对补充的证据仍应进行

质证。

法庭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进行质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