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1月创刊

主编：张保生

剥主编：王进喜张中刘鑫

骗辑部主任：刘鑫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

骗辑：((证据科学》编辑部

骗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6B政编码：100088

电话：+86 10 58908141

电子信箱：evidencescience@163．com

]ttp：／／zjkxyjY．cupl．edu．cn／jeS．htm

；口刷：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虱内订购：全国各地邮局，邮发代号：82—878

每外订购：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号1353Q

圃!掷叵 圃罩煳叵

法院的委托鉴定工作及其规范化陈如超

司法鉴定主体信用管理研究刘鑫杨帆

区块链电子证据的效力分析与规范路径 胡萌

相对似真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李吟

机器审判

[美]安德里娅·罗斯著董帅张弛阳平译汪诸豪校

中国政法大学

_

证

据

科

学

二。二一年二月第二十九卷第一期

中国政法大学

万方数据



《证据科学》编委会（第二届）

主  任 张保生
委  员 （以姓氏拼音 /英文字母为序）

卞建林    毕玉谦    丛  斌    常  林    陈光中    陈瑞华    陈忆九   
樊崇义    官大威    胡丙杰    侯一平    刘  耀    刘  鑫    李  浩   
李成涛    李训虎    龙宗智    闵春雷    沈  敏    孙长永    孙东东   
施鹏鹏    王万华    王进喜    熊秋红    贠克明    朱波峰    张  中   
张保生    张建伟    Andrew Ligertwood［澳］    Christophe Champod［瑞］
Edward J. Imwinkelried［美］    Jin Banggui［法］  Ling Li［美］
Paul Roberts［英］    Ronald J. Allen［美］    Thomas Man［美］

《证据科学》编辑部

编 辑 部 主 任    刘  鑫
编        辑    刘  鑫    李训虎    高  琼
英   文   编   辑    汪诸豪    曹  晶    林  静
编        务    董艳红    陈薛妍    李嘉彦

刊名题字  欧阳中石

《证据科学》网站及投稿系统开通
    《证据科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政法大学主办，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

院承办，《证据科学》编辑部编辑，双月刊，逢双月 25日出版。本刊诚挚欢迎海内外学界的来稿。

来稿形式不拘，惟要求思想原创、关注现实、精粹简练、独立署名，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5个。

本刊编辑部审稿期限为 90 天，对来稿原则上不退还。本刊所发表的文章仅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和

意见，并不必然反映编辑部的立场和倾向。

    《证据科学》网站已经开通。《证据科学》网站可以浏览、下载最新一期杂志的全部文章摘要

及部分文章全文。同时，为了将研究人员的成果尽快与读者见面，对拟录用的文章采取“优先发表”

即“预印”的方式在网站发布，读者可以浏览、评论，便于作者修改。“预印版”文章内容供读者

研究参考，但引用须慎重。

    《证据科学》杂志投稿系统已经开通。作者在系统中注册后，投稿、查询稿件处理信息更为便捷。

2020 年 6月 30日前为过渡期，我们同时接受电子邮件投稿和投稿系统投稿；2020 年 7月 1日之后，

我刊只接受投稿系统投稿，请各位予以关注并请相互转告。

    特别提示：为了扩大学术交流，本刊已和各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合作，所发

表文章如作者没有特殊说明，将视为同意全文发表在以上各数据库。发表在以上网络数据库的文章

稿费已包含在杂志出版时支付稿费中，或按出版时签订的出版协议处理。如不同意文章数据库收录

传播，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证据科学杂志网站          证据科学杂志微信公众号

  Evidence Science is a bimonthly journal sponsored b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edit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All copyrights are reserv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any form of reproduction is forbidden. The opinions of the authors do not represent the position of the 
Editorial Board. All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sent to:

Editorial Office
  Editorial Service Address: No. 25 Xitucheng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8, PRC 

  E-mail: evidencescience@163.com

（双月刊）

2021年第 29 卷第 1 期（卷首）  2021年 2 月 25 日出版

·民事诉讼委托鉴定司法指导文件专题·

法院的委托鉴定工作及其规范化 ........................ 陈如超·5·

司法鉴定主体信用管理研究 ................. 刘 鑫  杨 帆·19·

·证据法学·

区块链电子证据的效力分析与规范路径 ................. 胡 萌·31·

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所获证据的证据资格审思 ............. 林艺芳·41·

相对似真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李 吟·54·

合同纠纷诉讼中违约金酌减的证明责任 ................. 庞 晓·73·

机器审判 .......................................................  

 ...［美］安德里娅·罗斯 著 董帅 张弛 阳平 译 汪诸豪 校·87·

证
据
科
学
杂
志
微
信
公
众
号

证
据
科
学
杂
志
网
站

万方数据



·5·2021年第29卷（第1期）

Contents

The entrustment of forensic testing by the court and its standard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provisions on issues of the people’s court’s  

 reviewing power on the entrusted appraisal examination in civil  

 litigations".  ........................................................................... Chen Ruchao (5)

The credit management of judicial appraisal experts by cou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itelist and the blacklist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  Liu Xin Yang Fan (19)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blockchain-based electronic evidence and  

 its path to normalization.  ........................................................  Hu Meng (31)

Credentials of evidence obtained from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by  

 procuratorial organ.  ............................................................... Lin Yifang (41)

The relative plausibility the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hina.  ......  Li Yin (54)

Burden of proof for liquidated damages in contract disputes litigation.  ........  

 .....................................................................................................   Pang Xiao (73)

Trial by machine.  ............................................................................ Andrea Roth  

 .......... Translated by Dong Shuai Zhang Chi Yang Ping Wang Zhuhao (87)

Evidence Science
Volume 29 Number 1  Feb. 25, 2021

·民事诉讼委托鉴定司法文件专题·

编者按 为进一步规范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工作，促进司法公正，2020 年 8 月 14 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该规定共 6 部分 17 个条文，分别对鉴定事项、鉴定材料、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意见书

的审查和对鉴定活动的监督作出规定，是对民事诉讼法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有

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对于规范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工作，加强鉴定相关事项审查与监督，引导鉴定人

规范开展鉴定活动，解决委托鉴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适用

该司法指导文件，我刊计划 2021 年不定期推出 “ 民事诉讼委托鉴定司法文件专题 ”，欢迎各位专

家、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点撰稿。本期推出了 2 篇文章，分别对鉴定委托审查、鉴定监督管理

进行分析研究。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对该司法文件进行研究，并将优秀的研究成

果赐予我刊。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佳作呈现给读者。

法院的委托鉴定工作及其规范化

—基于《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分析

陈如超 * 

（1. 司法部司法鉴定重点实验室（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063； 
2.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 法院的对外委托鉴定工作关系到鉴定质量与司法公正。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分别强化了法院对鉴定事项、鉴定材料、鉴定

机构、鉴定人、鉴定意见的审查以及对鉴定活动的监督。上述审查与监督措施，主要基于法院立场对鉴定

机构、鉴定人进行制度管控，并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征，这难免造成一些消极后果：驱使鉴定机构、鉴定

人采取风险规避性行为；缺乏专门知识的法院、法官面临审查、监督的技术化瓶颈；法院、法官与鉴定机构、

鉴定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对抗化。民事诉讼委托鉴定工作的规范化路径，首先需要重塑法院、法官与鉴定机

构、鉴定人的信任关系，并明确划分二者的责任范围，既要制约鉴定机构、鉴定人，又要约束法院、法官；

其次是重构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协同关系，明确诉讼规制与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及其衔接机制，避免法

院对鉴定机构、鉴定人诉讼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最后，强化法院对委托鉴定工作的技术审查、监督能力，优

［基金项目］本文是司法部司法鉴定重点实验室（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开放基金资助课题《司法鉴定管理的智能

化研究》（课题编号：KF202017）的阶段性成果。
* 陈如超，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 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重庆市高校刑事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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