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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提供证据理所当然是诉讼活

动中的核心，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应是围绕证据展开的，即以

证据为事实，以事实为根据。因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问题

是决定诉讼胜败的关键所在，各国均制定了相应的当事人举

证责任和证据规则。在我国证据法尚未出台之前，最高人民

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及时弥补了证据立法的缺憾，对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

人举证责任进行了扩充和细化，对我国民商事审判活动提供

了具体的法律依据，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举证范围，

律师应当认真把握、依法操作。 一、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

人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第６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既简单的规定了“谁主张，谁举

证”的举证原则，究竟哪些属于原告举证的责任，哪些属于

被告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在庭审中法

庭调查阶段的程序是：原告陈述，被告答辩；有法庭向原、

被告分别发问；原、被告进行举证；原、被告相互发问。至

于质证、认证基本是由法庭来替代当事人在审查判断时完成

，对原、被告之间就证据进行质证在调查阶段被忽略，对于

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无法起到验证作用，不能保障证据的真实

性和客观性，法庭查明事实和审查证据也就失去了可信性和

合法性，进而法庭有可能因此而作出不利于一方或双方的裁

判结果。 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当事人举证、质证在庭审中



有所体现，但是经过举证、质证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如何划分

？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举证责

任很笼统、很抽象、很原则，只规定了当事人行为意义上的

举证责任，而没有规定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特别是当事

人举证无期限，既可以在庭前举证又可以在开庭时举证还可

以在庭后举证，既可以在一审时举证又可以在二审时举证还

可以再在审时举证，举证的无期限带来的诉讼无期限、无终

审，从而带来了当事人无休止的缠讼，一审二审不能终审，

经过在审还在申诉，当事人涉足诉讼不能自拔。 二、民事诉

讼证据若干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１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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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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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明确了原告起

诉证据或者被告反诉证据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

件所应当具备的证据，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

己诉讼主张的，负有举证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

律后果。这是对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和法律后果的具体体现

，是对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完

善和划分。 若干规定第４条、第６条明确了举证责任九种情

形，在对民法通则规定七种特殊侵权民事责任案件的举证责

任应由被告承担的基础上补充了两种情形，一是医疗行为引



起的侵权诉讼，二是劳动争议案件。这是基于正义和公平而

对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补充和矫正，是面

对专利权人与以同样方法制造产品的人、高度危险作业者与

受害者、环境污染制造者与受害者、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与受害者、动物饲养者与受害者、产品制造

者与消费者、共同危险行为人与受害者、医疗机构与患者以

及劳动争议案件的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等强势与弱势的地位和

条件不同，确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相对而言被告具

有较强的举证能力，对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若干规定第５条对合同纠纷案件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

规则，主张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主

张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主

张合同履行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主张

代理权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若干规定第３条还明确了当

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

收集，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范围必须符合第１７条“因

客观原因”当事人及代理人不能收集的条件，所以当事人在

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应当属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范围。另外，若干规定还明确了

证人应当到庭作证、证据保全以及鉴定制度，为此申请证人

到庭、申请证据保全和申请鉴定都应当属于当事人的举证责

任范围。若干规定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法律后果

和分配规则，而且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时限、交换证据和质

证。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必须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主

张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主张的相应的证据，即使在制定期

限内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证据时应当申请延期提供，包括申



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申请证人到庭、申请证据保全、

申请鉴定，如果不能在举证期限内进行申请，就要承担举证

不能或者放弃举证的法律后果。交换证据应当由当事人申请

、由人民法院组织进行，在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

需要提出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时间内提供。

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的、并经对方当事人质证的证据都必须

是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

人民法院才能进行审核认证，才能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

依据作出裁判。 三、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运用和操

作 律师是法律的实践者，是指导当事人如何把握举证责任的

具体运用者和操作者，必须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原则和举证责任具体

化地进行掌握，作为原告如何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如何承担

举证责任？第三人如何承担举证责任？律师代理民事诉讼应

当按照不同的诉讼主体指导当事人履行应尽的举证责任义务

。 首先，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起诉时应当先向人民法院提

供起诉证据，既符合起诉条件的起诉证据，原告作为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原告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

能力的证明，或者原告法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或者由代理人代为起诉的授权委托证明；原告诉讼请求与

被告有利害关系的证据材料，并能体现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

、具有管辖权的相关证据。这些都是作为原告在起诉时应当

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起诉证据。除在起诉证据外，作为原告还

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证明的

所有证据。在被告提交答辩状以及被告提供证据之后，针对

被告的答辩和举证认为需要进行反驳并有新的证据提供的，



可以要求提供反驳证据。被告提出反诉请求的，反诉原告的

举证责任与原告举证责任相同。例如，一般债务纠纷案件，

原告起诉证据提交自己的身份证明和债权凭证就可以，在举

证期限内还应当提供形成债权债务的全部相关证据。如果被

告提出反驳主张并提供反驳证据，原告还有责任反驳被告的

反驳主张和举证而提供新的证据，这才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

任。如果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如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

权诉讼，作为原告应当提供就诊证明、损害结果证明和损失

数额证明，就完成了举证责任。 其次，被告的举证责任。被

告应当就原告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以及承认、反驳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举证，并提供自己身份证明，公民应当提供身份

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

照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以及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证明

。被告可以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诉讼主体适合问题提

出否定证明，可以对原告起诉的由人民法院主管范围、是否

具有管辖权问题提出异议及其相关证明材料，反驳原告诉讼

请求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的证据。如果原告提出新的反驳

证据之后，被告还可以在提供新的反驳证据。例如一般债务

纠纷案件，被告针对原告向法院提供的债权凭证及相关证据

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反驳或否定原告的诉讼事实

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清偿、抵消的事实，或者向人民法院提

供原告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明，以及被告在诉讼中对原

告提起的诉讼提出反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等。 

最后，第三人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参加人的

当事人中包括第三人，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分，第三人的举证责任应当根据不



同地位来决定，各自的举证责任承担情况也就不同。有独立

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具有请求权，他与原被

告处于利害关系对立的双方，相当于原告的地位，既然主张

对原被告双方争执的诉讼标的享有部分或全部民事权益，那

么就应当对所主张的民事权利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就应当提供相应的利害关系方面以及权利凭证方面的证据材

料。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原、被告争议的标的没有独立

请求权，只是与被告争议的标的有某种关联，被一方当事人

申请人民法院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活动，如果反驳原被告

一方的诉讼主张，就应当在制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明反驳

主张的证据。例如，饲养动物之人损害诉讼中，受害人张某

把动物饲养人王某列为被告诉于人民法院诉请要求赔偿损失

，被告动物饲养人王某主张受害人张某的损害结果是由于第

三人李某挑逗其动物所致，提供证据证明的同时申请人民法

院追加李某为第三人，李某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就应

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反驳或者否认被告王某主张的张某人身损

害与其行为有关的事实据以证明的相关证据材料。 律师只有

把握好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才能真正维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

，达到正确履行律师的代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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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