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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9_B4_E5_AE_9A_E7_c122_481458.htm 鉴定结论是民事诉

讼法定七种证据之一，是指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当

事人或人民法院提出的案件有关问题所作出的判断结论。鉴

定结论是应当通过质证而认定的证据。所谓质证，就是当事

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通过听取、审阅、校对、辨认

等方法，对证据的真空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等方面

作出的判断，无异议的认可，有异议的可当面提出质询和询

问的过程。在审判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往往流于形式

，不够深入，不够充分，大大削弱了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可

采信性。所以，笔者在此对鉴定结论的质证问题作一研究，

提出对鉴定结论质证提前介入的构想，与大家商榷。 １、对

鉴定结论质证提前介入的原因分析。 一般认为，质证是庭审

中的活动，应在法庭调查阶段进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对鉴

定结论的质证过程是：当庭宣读鉴定结论，鉴定人应向法庭

说明鉴定的方法和经过，以及鉴定结论的科学依据，当事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鉴定人发问。认真分析

，不难看到，这一过程有两个缺陷：（一）对鉴定人的人品

和技术水平盲目信赖；（二）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鉴

定这一专业问题上，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鉴定结论不同于物

证、书证、视听资料，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是在诉讼开始

前就客观存在的，而鉴定结论是在诉讼开始后或为了支持将

要进行的诉讼而人为有意识地制作的。鉴定结论或者对物证

、书证、视听资料的客观性、合法性加以证明，或者作为其



补充，共同形成证据锁链。所以，对鉴定结论这一证据应提

出更高要求，对其质证也应更科学、合理、全面。 鉴于此，

笔者认为，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应提前介入：即质证从选择鉴

定机构、鉴定人时开始。 ２、对鉴定结论质证提前介入的具

体动作。 （1） 鉴定人的选定。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是必

须要有解决所鉴定的问题的能力。这是对鉴定人资格和专业

水平提出的要求；二是必须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这是

对鉴定人品格和是否具备应当回避的情形提出的要求。在这

一阶段，当事人双方认为鉴定人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有权

提出质疑，申请更换或回避。 （2） 鉴定过程应对当事人公

开进行。当事人对方有权参加并可各自聘请有专业知识的人

参加。但应注意，当事人及其聘请的人，只能听取、观看、

了解鉴定方法、过程，不允许其干扰鉴定活动的正常进行，

不允许对鉴定过程本身发表意见。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当事

人如对鉴定方法、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在国内具备这

样的技术水平，则应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当事人

及其聘请的人能够监督鉴定活动的进行，避免暗箱违法操作

；再者，当事人能够积累一些信息、资料以便在庭审时提出

质询。 （３）鉴定人应出席庭审质证过程，接受质询。当前

庭审过程中，往往只是由法官宣读鉴定结论，鉴定人可以不

出席，这样不利于对鉴定结论的质证、认证。鉴定人出席庭

审，当事人对参加鉴定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资料，如有疑问

，可以向鉴定人提出，鉴定人应如实回答，作出合理的说明

，从而使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信服，使鉴定结论这一证据得到

客观地认定。 （４）关于重新鉴定的规定，当事人对鉴定人

选定提出异议，对鉴定方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对鉴定过程、



鉴定结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使鉴定结论这一证据无法认定

时，应重新鉴定。 ３、相关问题研究。 （１） 鉴定时间应否

计入诉讼时效。笔者认为鉴定过程所耗费的时间，不宜计入

诉讼时效。 （２） 鉴定费用的承担。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

张谁举证”的原则，鉴定结论往往是一方当事人用来证明其

主张的证据，所以应由支持其主张的当事人承担。 （３） 当

事人本人及其聘请的专业人士参与鉴定过程的费用，笔者认

为应由各当事人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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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