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刑事诉讼证据--5.3 证据规则--5.3.1 证据规则概述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思维逻辑判断某种事实真相的过程。为防止主观臆断，保证

判断的准确性，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体现为证据规则。

因此从广义上讲，规定证据收集、证据运用和证据判断的法律准则即为证据规则。证据规则的存在，首先

受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当今世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对证据规则的简繁及其内

容有不同要求。英美的当事人主义确立了详细而复杂的证据规则。过去人们认为这与英美国家实行陪审制

度有关，因为陪审员来自社会各 界，多数不熟悉法律，为防止对陪审员的误导，法律要设定详细的规则，

以限制当事人的举证和证明活动。但根本原因不在此，如日本不实行陪审制，但是当它从职权主义转向当

事人主义时，就同时借鉴了对抗制的证据规则，可见根本原因在诉讼结构。在当事人主义条件下，控、辩

双方对抗并推进诉讼进程，如果对双方举证不设定严格的规则，当事人难免随意使用证据，从而导致拖延

诉讼，模糊讼争要点，甚至造成真假难辨。而在法官职权主义诉讼中，一切证据虽然可以由控辩双方提出，

但裁量和采纳何种证据则却取决于法庭调查。证据调查和诉讼推进完全受制于法院，因此虽无详尽的证据

规则，但不用担心诉讼拖延和争议点模糊。尤其是法官职权主义鼓励法官运用各种法律允许的方法主动发

现证据 ，查明案件真相，这种实体真实主义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那种严格而程序化的证据规则的

约束。因此现代国家凡采取法官职权主义，都强调法官的自由心证而无详尽的证据规则。中国过去的刑事

审判采取法官职权推进方式，因此少有证据规则。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以控辩双方进行法庭

举证和辩论为特点的所谓“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建立，这必然要求我国确立和完善符合我国诉讼结构特点的

证据规则。在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过程中，一些证据规则在《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刑事证据的司法

解释与相关法律文件中显现。应当说，各类证据的使用，都有一些相应的规则，本部分仅对几项较为重要

的证据规则进行列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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