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侦查与强制措施--10.2 侦查行为与侦查程序--10.2.5 鉴定 

一、鉴定的概念和意义 

鉴定是指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由侦查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

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别和判断的一种侦查行为。 

鉴定是一种重要的技术性很强的侦查手段，对于侦查机关及时收集证据，准确揭示物证、书证在诉讼

中的证明作用，鉴别案内其他证据的真伪，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查获犯罪嫌疑人具有重要作用。在实践中， 凡是

与刑事案件有关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痕迹、人身、尸体等都可以进行鉴

定。而侦查中经常采用的鉴定类别主要有：刑事技术鉴定、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查封、扣

押财物的价格鉴定、文物鉴定、司法会计鉴定等。可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鉴

定的类别也会越来越多，如计算机软件的鉴定、对通讯设施使用情况的鉴定等。 

二、鉴定的程序 

刑事鉴定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以保证鉴定的客观性、公正性。首先，鉴定人只能由侦查机关依法

指派或聘请。所聘请的鉴定人必须具备解决本案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的专门知识和技能，鉴定人属于回避

人员的范围。因此，鉴定人必须与本案或本案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等，不具有应当回避的条件，以保证以

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鉴定。 

指派或聘请鉴定人后，侦查机关应当为鉴定人提供必要的条件，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和对比样

本等原始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并且明确提出要求鉴定解决的专门性问题，但是不得暗示或者强

迫鉴定人作出某种鉴定意见，也不得要求鉴定人解决法律性质的问题。 

鉴定人应当按照鉴定规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鉴定。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并由鉴定人签名。 

多名鉴定人对同一专门问题共同进行鉴定时，可以互相讨论，提出共同的鉴定意见，每一位鉴定人都应当

签名；如果意见不一致，则可以分别提出自己的鉴定意见，分别签名。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构成犯罪

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罚处罚的，则依法予以行政处分。 

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 

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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