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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据收集与使用

◆李文婷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摘要】本论文围绕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据收集与使用展开了讨论.首先,描述了证据收集的方法和途径,包括证人

证言、书证、物证和鉴定报告等.其次,探讨了证据的保全和鉴定的重要性,以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再次,分

析了证据收集的难点和挑战,如证人的信誉度、证据的真实性和保密性等问题.最后,探讨了证据使用的问题和争议,

包括证据的权衡和平衡以及当事人对证据可靠性的异议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以期能够对民事诉讼程序中证

据收集与使用的现状和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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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和使用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和途径来收集

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辩护。 然而，证据的保全、鉴

定和使用往往涉及各种难点、挑战和问题，引发不少争议。

因此，掌握证据相关的关键词和理论，对于参与民事诉讼的

各方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

一、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据收集与使用的现状

(一)证据收集的方法和途径

１．书面证据

书面证据是一种常见的证据形式。 在收集书面证据

时，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和途径进行。 (１)书面材料：收集与

案件相关的书面文件、合同、协议、信函、账目等，这些文

件可以提供案件事实的证明。 (２)机关档案：如公安、法

院、检察院等机关的档案，可以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

料。 (３)证人陈述：书面陈述是一种书面证据形式，可以通

过要求证人提供书面陈述来收集证据。 (４)律师函：律师函

可以作为书面证据，通过律师向对方当事人发函，要求提供

相关的证据材料。 (５)电子邮件和短信：电子邮件和短信等

电子通讯记录可以作为书面证据的一种形式，可以通过保存

这些通讯记录来收集证据。 (６)网络信息：通过互联网搜索

引擎、社交媒体等途径，收集与案件相关的网页、博客、论

坛帖子等网络信息作为书面证据。 (７)报刊：收集与案件相

关的报刊报道作为书面证据。 (８)专家鉴定报告：收集由专

家出具的鉴定报告，作为书面证据使用。

２．口头证据

口头证据指的是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直接陈述的证据，

包括口头陈述、口头答辩、口头承认等。 (１)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可以在庭审过程中口头陈述案件事实和自己的主张，

这些口头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２)证人证言：证人在庭

审中作证时，口头陈述的内容可以作为口头证据使用。 证

人应当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历，真实、客观地陈述对案件的

认识和了解。 (３)鉴定人意见：鉴定人在庭审中提供的口头

意见也可以作为口头证据使用。 鉴定人应当根据专业知识

和技术水平，给出真实、客观的鉴定结论。 (４)辩护词：当

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口头陈述辩护词，解释和辩护自己的观

点和主张，这些口头辩护词可以作为口头证据使用。 (５)询

问记录：法院可以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进行询问，并

将其口头答复记录下来，这些询问记录可以作为口头证据

使用。

３．实物证据

实物证据是指与案件相关的具体物品、物质或实体，它

们可以直接展示给法庭和陪审团作为证据。 实物证据通常

是案件中最直接、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 (１)物品：案

件中的物品，如武器、工具、文件、合同、药物、毒品等，

可以作为实物证据。 这些物品可以直接展示给法庭，让法

官和陪审团观察、检查、鉴定。 (２)损伤或伤痕：当某个物

品或场所受到损伤或留下明显的痕迹时，这些损伤或伤痕可

以作为实物证据。 例如，被告在入室盗窃时留下的撬门痕

迹，可以作为入室盗窃的实物证据。 (３)轨迹或痕迹：案件

中的轨迹或痕迹，如足迹、指纹、血迹、车辆轨迹等，可以

作为实物证据。 这些轨迹或痕迹可以通过科学鉴定技术进

行分析和比对，以确定相关的证据。 (４)视频或音频录像：

案件中的视频或音频录像可以作为实物证据。 例如，监控

录像可以展示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的行动和言行，电话录音可

以展示通话内容等。 (５)生物物证：案件中的生物物证，如

DNA样本、毛发、唾液、血液等，可以作为实物证据。 这

些生物物证可以通过DNA分析、鉴定等科学手段进行比对

和鉴定。

４．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指与案件相关的数字化信息，包括电子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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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短信、社交媒体帖子、网页截图、电脑文件、手机记录

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证据在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１)电子邮件和短信：电子邮

件和短信是常见的电子证据形式，它们可以用来证明双方之

间的沟通和交流，包括合同、协议、谈判等。 (２)社交媒体

帖子和聊天记录：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帖子和聊天记录也可以

作为电子证据。 例如，在刑事案件中，被告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威胁言论可以作为证据。 (３)网页截图和网页信息：

网页截图和网页信息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某个特定事件或信

息曾经存在。 例如，通过网页截图可以证实某个网页上发

布的虚假广告或不实信息。 (４)电脑文件和手机记录：电脑

文件和手机记录也可以作为电子证据。 例如，通过电脑文

件可以追踪资金流动，通过手机记录可以证明某人的行踪和

通话记录。 (５)数据恢复和数字鉴定：当电子证据被删除、

修改或隐藏时，可以使用数据恢复和数字鉴定技术来恢复或

分析证据。 这些技术可以帮助检察机关或辩护律师还原被

篡改或删除的信息，以确保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证据的保全和鉴定

１．保全证据的程序和法律依据

在民事诉讼中，当一方需要保全证据时，可以向法院提

出保全申请。 保全证据的目的是防止证据被篡改、破坏或

丧失，以确保案件的公正和正义。

保全证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１)提出保全申请：

申请人应向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保全申请，说明需要

保全的证据及其重要性。 (２)审查保全申请：法院会对保全

申请进行审查，判断申请人提出的证据是否确有必要保全。

如果符合保全的条件，法院会发出保全裁定。 (３)履行保全

裁定：保全裁定生效后，法院会通知被保全人，并要求其履

行保全裁定，即保管、保全相关证据。 (４)监督保全情况：

法院会进行监督，确保被保全人按照裁定履行保全义务。

保全证据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９５条规定了保全证据的程序和

要求。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９７条规定了保

全裁定的内容和效力。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１００条规定了保全裁定的执行和监督。 (４)《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３条规定了当事人对保全裁定的申请

和异议的权利。 (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６
条规定了保全裁定的变更和撤销的条件和程序。

２．证据鉴定的程序和法律依据

在民事诉讼中，当争议的证据存在争议或需要专门的鉴

定时，法院可以进行证据鉴定。 证据鉴定的目的是确定证

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靠性，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具有重

要意义。

证据鉴定的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１)申请鉴

定：当事人可以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进行证据鉴定，并提交

相应的证据材料和费用。 (２)审查申请：法院会对申请进行

审查，判断鉴定请求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是否需要进行鉴

定。 (３)指定鉴定机构：如果符合鉴定条件，法院会根据案

件需要指定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法院还可以根据需

要指定鉴定人员。 (４)鉴定过程：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会按

照法定程序和要求进行鉴定工作，包括收集证据、分析鉴定

材料、进行测试或实验等。 (５)鉴定意见：鉴定机构或鉴定

人员会出具鉴定意见书，陈述鉴定结果、理由和依据。 (６)

证据审查：法院会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并与其他证据进行

比对和研究，以确定其合法性和可信度。 (７)判决结果：法

院会将鉴定结果作为判决依据，对案件作出裁决。

证据鉴定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６３条规定了证据的鉴定程序和

效力。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鉴定人法》规定了鉴定人的资

格、权限和责任。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鉴定费条例》规定

了鉴定费用的支付和计算办法。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也有关于证据鉴

定的相关规定。

二、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据收集与使用的问题分析

(一)证据收集的难点和挑战

１．证据获取的成本和时间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需要收集证据来支持自己的

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 然而，证据的获取往往需要付出

较高的成本和耗费较长的时间。 首先，证据的收集可能涉

及调查取证、调查费用以及雇用专业人员进行调查等费用，

在经济上对当事人造成一定的负担。 其次，证据的获取可

能需要花费时间去联系各种证人、收集文件和材料，这对于

当事人来说可能会延长案件的审理时间，增加诉讼的成本。

因此，当事人在证据收集过程中需要面对成本和时间上的挑

战，需要权衡利益来决定是否进行证据收集以及选择何种方

式进行证据收集。

２．证据的保全和保存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的保全和保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证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结

果。 然而，证据的保全和保存往往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

战。 首先，证据可能容易丢失、损坏或篡改，特别是在涉

及电子证据的情况下。 当事人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

证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例如备份电子数据、保管重要文件

等。 其次，证据的保存可能需要花费较大的存储空间和设

备，尤其是在涉及大量文件和数据的案件中。 当事人需要

寻找适当的方法和工具来存储和管理证据，以确保其安全和

可用性。 此外，由于时间的推移，证据的保存可能面临法

律规定的时效问题，当事人需要及时采取行动来保全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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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以免证据失去效力。

３．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结果。 然而，

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往往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首

先，证据可能受到伪造、篡改或捏造的风险。 当事人可能

会故意或无意地提供虚假证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

确保证据的真实性，法庭和当事人需要通过调查、询问和交

叉验证等手段来确认证据的真实性。 其次，证据可能受到

不完整或失真的影响。 当事人可能只提供其中有利于自己

的部分证据，或者将证据呈现得有偏见或夸大其词。 法庭

需要审慎评估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

弥补证据的不足或失真。 此外，证据的来源和获取方式也

影响其可信度，如果证据来源不明或获取方式不当，法庭可

能会质疑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二)证据使用的问题和争议

１．证据的适用性和证明力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适用性和证明力是决定是否能够

在案件中使用和产生法律效力的关键因素。 证据的适用性

指的是证据是否与案件的争议事实相关，或者是否与法律规

定的证明要求相符合。 当事人需要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的

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证据进行提供，以确保证据的适用性。

证据的证明力指的是证据能够对案件的事实争议产生何种程

度的证明作用。 法庭需要评估证据的真实性、可信度以及

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等因素，来确定证据的证明力。 然

而，证据的适用性和证明力往往存在争议。 当事人可能对

某些证据的适用性产生争议，认为其与案件无关或未能满足

法律要求。 法庭在评估证据的证明力时，也可能面临不同

的解释和认定。 在这种情况下，法庭需要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和证据规则，对证据的适用性和证明力进行审慎评估和

裁决。

２．证据的排除和剥夺

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排除和剥夺是法庭根据法律规定

或根据对证据的评估而采取的措施。 证据的排除指的是法

庭根据法律规定或证据规则的要求，拒绝接受某些证据或将

其从案件中排除。 这可能是因为证据的采集方式违反了法

律程序要求，或者证据的产生具有不当性、非法性或不可信

性。 排除证据的目的是保障证据的合法性和可信度，确保

公正的审判过程。 证据的剥夺指的是法庭在某种情况下剥

夺当事人使用某些证据的权利。 例如，当事人违反了法庭

的指示或规定，以及拒绝提供特定证据等，法庭可以根据权

衡当事人的权益和审判的公正性，对证据进行剥夺。 然

而，证据的排除和剥夺也常常引发争议。 当事人可能对法

庭的决定提出抗议，认为其权益受到侵犯或对案件的真相认

定产生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法庭需要依据法律规定

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证据的排除和剥夺进行审慎评估和

决策。

３．证据的权衡和平衡

在司法实践中，权衡和平衡证据是审判过程中的关键决

策，以确定哪些证据应该被接受，并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认

定。 这涉及综合考虑证据的来源、可靠性、相互关联性以

及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 法庭还需考虑证据的合法性、

合规性以及对当事人权益和公正审判的影响。 在进行权衡

和平衡时，可能出现问题和争议，法庭需审查并根据法律规

定和具体情况判断证据的可信度和适用性。 法庭还需平衡

各种证据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在此过

程中，法庭可能需排除或调整证据权重，以实现公正审判。

三、结束语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保全和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环节，只有有效地收集到充分有力的证据，才能在法庭上获

得胜诉的机会。 因此，当事人应该深入了解证据相关的法

律原则和规定，遵守程序要求，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靠

性。 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各种渠道和方法，积极收集证

据，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辩护。 正确使用证据能够为民事诉

讼的成败带来积极的影响，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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