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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9_89_B4_E5_c122_483406.htm 司法鉴定工作一直被

作为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在侦查、审判工作中，

为处理各类案件提供线索、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和保护

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社

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进步的形势迫使司法活动中应

当加强司法科技建设，使现代司法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但从法制建设角度而言，司法鉴定工作明显滞后，司法鉴

定体制及管理制度方面问题较多，难以适应现代司法实践的

需要。因此，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重点和关键在于司法鉴

定体制的改革。 根据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经验和法制建设发

展的状况，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确保司

法公正原则、便于统一管理原则、方便诉讼原则、法制与监

督原则。 司法鉴定体制是指有关司法鉴定组织机构设置、领

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具

体而言，司法鉴定体制包括鉴定的管理协调机构、司法鉴定

机构的登记管理、司法鉴定从业人员执业资格和执业管理、

司法鉴定执业分类、司法鉴定程序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司

法鉴定体制改革的不同观点 随着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研

讨与司法界、理论界的探讨，司法鉴定体制也已经进入了实

质性的启动阶段。针对司法鉴定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学者们

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其中主要的观点有“一元制说”、

“多元制说”、“一元多极说”、“一元为主，多元结合，

专门辅助说”。 “一元制”说认为，司法鉴定应正确布局，



建立统一的、高效率的、独立的、公正的司法鉴定体制，以

利于司法鉴定事业的长期发展和繁荣。主张“一元制”观点

认为，建立“一元制”司法鉴定体制有利于提高鉴定工作的

地位，使鉴定结论具有权威性；有利于鉴定机构独立于侦查

、起诉、审判机关之外，不受本部门的干预和影响，有助于

司法公正；有助于程序方面的规范化，减少鉴定纠纷；可以

充分利用鉴定资源优势，提高效率；以及有利于加强鉴定的

管理、指导和监督鉴定活动。但是，这种“一元制”的司法

鉴定体制也有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容易形成狭隘的行

业圈子，不利于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不利于司法鉴定各学科

的发展，从根本上损毁了司法鉴定结论科学性赖以存在的基

础；同时难以保证侦查机关的办案效率和有机配合；以及有

利于为诉讼活动服务。 “多元制”观点认为，司法鉴定体制

由侦查、检察机关的部门鉴定机构和社会专门鉴定机构相结

合，维持司法部门和社会专业鉴定机构各自分设的现状，从

制度上加强对社会专门鉴定机构的管理，但不主张在法院内

部再设鉴定机构。这种鉴定体制的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开放

体系，能够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这种体制使法官能完全

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地利用鉴定结论，以满足鉴定结论

的法律要求；有时避免鉴定机构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以及可

以保障诉讼的民主性，降低诉讼成本。但这种体制的明显不

足在于属保守型的鉴定体制，尚未达到治本的要求。 “一元

多极”说认为，司法鉴定体制以司法机关统一管理为纽带，

以公、检、法等部门机构、行业鉴定机构和社会专门鉴定机

构为主体，以行业鉴定组织为补充，以司法鉴定委员会为裁

决协调的一个管理机构的模式。这种体制包括管理机构与鉴



定机构两重结构，管理机构分为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和主管部

门管理；鉴定机构包括司法部门鉴定机构、社会专门鉴定机

构、行业鉴定机构、鉴定委员会等多种类型。这种体制较之

于“一元制”、“二元制”主张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提

出了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观点，但其

最大的不足在于维持法院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从而难以根

本解决“自鉴自审”的不利于司法公正的问题。 “一元为主

，多元结合，专门辅助”观点主张：“一元为主”，即应确

立以司法部为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主要领导机关，是国家管

理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能部门。“多元结合”，即公安、检察

机关在各自履行职责时配合自身工作设置的内部鉴定机构。

但排除法院系统内设司法鉴定机构。“专门辅助”是指除司

法鉴定机构外的部门组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

此外，在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州、市)设立三级司

法鉴定工作委员会，指导并协调司法鉴定机构间的有关司法

鉴定的相关业务工作。这种体制的优点在于：它既照顾了侦

查机关的办案实际需要，也加强了统一管理，方便了诉讼活

动并且有专门机构指导与协调各鉴定部门的鉴定分歧。但这

种体制的局限性在于难以切实达到统一管理的目标，特别是

对侦查机关内部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难以渗透。??我国司法

鉴定体制改革结构模式的设想 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系

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诸多方面和国家现行法

律的有关立法精神，也涉及到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本身的各种

因素，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当今国家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势

。以便确立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可操作性的，又能达到统

一管理、相互制约、高效公正目标的新型司法鉴定体制。 综



合上述各方面的因素和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结合

我国目前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建没等各方面的情况，我

国司法鉴定体制的结构模式应设置为：设立统一管理的司法

鉴定委员会，发展社会专门鉴定机构、维持侦查机关鉴定机

构、排除法院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体制。 “设立统一管理的

司法鉴定委员会”就是确立以具有独立地位的全国司法鉴定

统一委员会为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主管机关，也是国家管理

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能部门，并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

委员会。建立统一管理的司法鉴定委员会，有助于规范司法

鉴定工作，提高司法鉴定的权威性，避免司法鉴定管理的无

序状况，且有利于加强对司法鉴定组织、鉴定工作的监督和

制约。同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司法鉴定委员会

，并由其直接管理和监督地方司法部门鉴定机构和社会专门

鉴定机构。设置中央级司法鉴定机构由全国司法鉴定统一委

员会直接领导与管理，其主要职责是组织进行科研攻关项目

和疑难案件司法鉴定的会诊复议工作，以及对地方各级司法

鉴定机构或组织进行业务指导。地方各省级司法鉴定委员会

领导与管理地方各级司法鉴定机构，指导并协调本地区各系

统司法鉴定机构间的有关司法鉴定的相关业务工作。同时也

是地方终局性司法鉴定机构。 “维持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就

是保留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各自履行职责

时，配合自身侦查工作的需要而设置的内部鉴定机构。这些

机关内部设置的司法鉴定机构主要是服务于各机关履行职权

，完成在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任务而进行司法鉴定活动的机构

。并且不参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在这种司法鉴

定结构模式中，可设置中央、省级、地市级、县市四级司法



鉴定机构。上下级鉴定机构之间可进行业务指导但没有隶属

关系，同时，根据专业归口、相对集中的原则，鉴定机构与

侦查职能部门相对分离，专业范围与各机关工作需要相结合

。司法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采取双重管理，本部门以业务管

理为主。公安(包括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刑事侦查工作的特殊

要求，设置相应的刑事技术鉴定机构；人民检察院内设的鉴

定机构主要是承担自侦案件和法律监督所涉及的鉴定。 “发

展社会专门鉴定机构”就是方便诉讼和确保司法公正的原则

出发，除司法机关内设鉴定机构之外，发展和完善具备司法

鉴定条件的依法设置的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机构。它主要包

括政法、公安、医学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省市以上人民政

府指定的人身伤害重新鉴定和精神疾病鉴定的医院的鉴定机

构；行业鉴定机构以及其他专业部门组建的司法鉴定机构。

这些社会专门鉴定机构一般只设立在地市级以上的城市，同

时根据一些机构的技术设备与人员的水平，有条件有限制地

在县级设置专业范围单一或多项的社会专门鉴定机构。社会

专门鉴定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受中央司法鉴定机构业

务指导。社会专门鉴定机构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主

要在经济、行政、民事等诉讼案件和仲裁、公证、调解等非

诉讼案件发挥作用并为其服务。 “排除法院鉴定机构”就是

撤销人民法院内部设置的司法鉴定组织。这是由人民法院作

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性质所决定的。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对

案件的审判权，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当保持中

立的立场，不能具有任何偏向性。倘若人民法院内设司法鉴

定机构为当事人提供鉴定活动，就如同鉴定既是人民法院内

部下属机构的一种具有裁判性的活动，又是当事人一方的证



人作证活动。这是同人民法院的性质相对立的。为此，我国

法学界普遍认为，人民法院是社会正义，司法公正的最后一

道防线，法官也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如果人民法院自己决

定鉴定，自己采用自己的鉴定结沦，法官在主观上就难以做

到客观公正地评断与适用鉴定结论，尤其在几个鉴定结论不

一致时更易于偏信自己一方所作的鉴定结论。这是有悖于司

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因此，在构建和完善司法鉴定体制的

过程中，应当取消人民法院内设的司法鉴定机构或组织。 因

此，笔者认为，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结构模式的领导管理方

式为：(1)全国司法鉴定统一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司

法鉴定工作，并隶属于法制委员会。其职权在于审批部门的

中央级司法鉴定机构、制定司法鉴定机构设置的条件、鉴定

人员的资格标准、各项技术标准以及司法鉴定工作中的规范

性文件。同时下设受其直接领导和管理的中央司法鉴定组织

，指导与协调全国司法鉴定的业务工作和学校建设。(2)对公

安、检察、国家安全机关内设的部门司法鉴定机构实行由中

央和地方司法鉴定委员会管理与部门业务指导相结合的方式

。(3)对社会各专门司法鉴定机构由司法鉴定委员会领导为主

与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为辅相结合的方式。以此建立一个统、

科学、有序、规范的司法鉴定体制，从而完善我国的司法鉴

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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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