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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3_80_8A_

E6_9C_80_E9_AB_98_E4_c36_329830.htm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１

日电（记者邹声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如何举证才能最

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哪些证据是不能采纳的非法证据

？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帮助收集证据？将于４月１日

起开始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对此做出了具体规定。从明天起，打民事官司的当事人将要

按照新“规矩”进行举证。 新规定共有８３条。据悉，它是

我国第一部系统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 据

介绍，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但缺少具体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新规定借鉴国外证据

制度中的有关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就民事诉讼证据问

题中的举证责任、举证时限、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证

人出庭做证、非法证据等做出具体规定，并明确了民事诉讼

的证明要求和证据标准，完善了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

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认为，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将方便人民群众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利于法官

依法独立、公正、正确地行使审判权，对完善我国加入世贸

组织后的法制环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完） 新规定确立

证人出庭作证规则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１日电（记者邹声文）

专家认为，将于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有关规则，

将有效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 在此之前，虽然我国民事

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



庭作证，但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证人出庭作证规

则，在司法实践中，证人的出庭率非常低。 即将施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重申证人出庭作

证的义务，对“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做出具体界

定：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

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因自然灾害

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它还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

十日前提出。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的，应当在开庭

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及作伪证

的法律后果。 规定指出，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

担。（完） 要想赢官司 自己拿证据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１日电

（记者邹声文）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要想赢官司，就得自己

拿出证据。将于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做出了具

体规定。 规定指出，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

，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

利后果。 它还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

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

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

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



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法

律专家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只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规定，缺少操作性强的具体制度，易使当事人不明确举证

责任的内容和后果，缺乏举证意识，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

己的利益。即将施行的相关规定将强化当事人的举证主动性

和诉讼风险意识，促使当事人积极举证，保护自己的利益。

（完） 当事人可请法院调查收集部分证据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

１日电（记者邹声文）“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在

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由法院大包大揽的现象将成为历史。

将于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做出了明确界定。 

新规定指出，需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包括：一是涉及

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二是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

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除此之外，人民法院调查收

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解释同时规定，当事人

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下列材料：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

须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

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

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专家表示，“谁主张，谁举证”，提

供证据，从本质上讲应该是当事人的义务，新规定鼓励当事

人积极举证，也更能够保护其合法权利。（完） 合法的“偷

拍偷录”明日起可作证据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１日电（记者邹

声文）打民事官司时，“偷拍偷录”的资料是否可以用作证

据？将于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对此做出了相应解释。 它规定：以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解释还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

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

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

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１９９

５年，高法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

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指出，未经对方同意

私自录制的谈话录音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

用。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一些律师认为，高法

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并完善了我国司法上的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它意味着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音像资料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除非这些资料的取得方法侵犯了他人的合法

权益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一位法官则认为，取得这些资

料的具体情形是千差万别的，比如银行内的录像与去别人家

安装窃听器，前者虽未经储户同意，但是是合法的，后者则

是非法的。关键是这些资料的获取不能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

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

公德。 另一位法官也认为，新规定给“偷拍偷录”证据留出

了一定空间，而过去则是一扇门关死。它能否作为证据，关

键是判断它是否构成非法，而不在于它的秘密性。 个别媒体

断定，新规定会促使私人侦探的出现。对此，有关专家表示

，侦查权是公安检察机关所特有的权力，其他任何公民或团

体均不得侵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民无权调查情况，他

完全可以自己或委托律师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完） 逾期提交证据 明起不予认可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１日电

（记者邹声文）打民事官司时，如果不及时提交证据，那么



即使证据再有说服力，也可能不被法院采纳认可。将于４月

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就举证的时限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据介绍，由于我国民

事诉讼法对举证时限没有具体规定，致使部分当事人在诉讼

中故意拖延诉讼，或在庭审中搞“突然袭击”，以期后发制

人。这不仅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还严重干扰诉讼活动

的正常进行，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和审判效率的降低。 针对

这种情形，即将施行的新规定明确了举证的时限问题：法院

在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

指定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当在

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

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 解释还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当事人可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作出界定，以便庭前固

定证据、固定争议焦点和诉讼请求。（完） 劳动争议纠纷案

件 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１日电（记者邹

声文）如果个人与单位发生劳动纠纷诉讼，将由谁承担举证

的责任？将于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规定指出，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

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

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完） 八种情形下受害方不承担举证责任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

１日电（记者邹声文）从明天起，患者与医院打官司，再也

不用为找证据犯愁了，因为只要医院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是

清白的，那么法院将判医院败诉。将于４月１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做出明确

规定。 新解释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将由

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

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在过去，医疗诉讼也适用“谁主

张，谁举证”的原则。由于患方对医疗专业技术知识知之甚

少，且治疗记录和其他材料都掌握在医疗单位手中，举证处

于劣势，难以保护自己的权益。新规定则采用举证责任倒置

的原则，将举证责任划分给了医院一方。 另外，它还规定，

在现实中经常遇到的专利侵权、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环

境污染致人损害、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缺陷产品致人损

害、搁置物或悬挂物致人损害、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等类型的

侵权诉讼，也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并就此做出明

确规定。 法律专家认为，这些规定体现了法律更好地保护受

害人的立法宗旨。（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