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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考查目标 

公安学专业警察法学研究方向复试科目包括证据法学和刑事政

策学两部分。 

证据法学要求考生具有全面了解、熟悉证据法学基本原理，掌握

证据基本法律规范和基本制度的专业素养，具备分析、判断和解决证

据实践问题的基本能力。 

证据法学具体包括： 

1.准确掌握证据法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我国证据取得和运

用的相关法律规定。 

2.全面理解我国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领会认识论、价值论等多

元理论的内容、与证据法学的关系及其支撑作用。 

3.了解证据制度的类型和发展历史，熟悉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

证等证据制度的内容。 

4.了解证据法的原则，掌握证据裁判原则等的内容和要求。 

5.了解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理解证据的概念、特征，准确掌握

证据种类、分类的相关内容。 

6.了解证明理论，掌握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证明制

度的基本内容，熟练运用刑事证据规则。 

7.了解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大、前沿问题，知晓对国外先进



成果的客观评介，明晰司法实务部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面临的问

题、挑战。 

8.运用证据法学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结合证据法律规范，合理

地分析和认定案件。 

刑事政策学要求学生了解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犯罪学的关系，

了解国内外主要刑事政策思想，掌握犯罪社会预防的基本内容，掌握

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状况。 

具体包括： 

1. 对刑事政策学、刑法学与犯罪学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 

2. 对刑事政策主要价值的思考能力。 

3. 对国外刑事政策主要思想的了解程度。 

4. 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立法和司法表现的理解程度。 

5. 对如何实现犯罪社会预防的认识情况。 

6. 对我国当前各种具体刑事政策问题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80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题，共 20 分。 

2.简述题，共 30 分。 



3.案例分析，共 10 分。 

4.论述题，共 20 分。 

Ⅲ.考查内容 

证据法学部分： 

第一章 绪论 

一、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 

二、证据法学的体系 

三、证据法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神示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 

三、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四、我国证据制度历史沿革 

第三章 证据法与诉讼法 

一、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关系 

二、证据法与诉讼结构 

三、证据法与审判方式改革 

第四章 证据法原理 

一、认识论 

二、价值论 

三、其他多元理论 

第五章 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一、证据裁判原则 

二、无罪推定原则 

三、证据合法原则   

四、直接言词原则 

五、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六、利益衡量原则 

第六章 证据规则 

一、相关性规则 

二、最佳证据规则 

三、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四、意见证据排除规则 

五、补强证据规则 

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七、瑕疵证据补正规则 

八、其他证据规则 

第七章 证据的概念和属性 

一、证据的概念 

二、证据的属性 

第八章 证据的种类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当事人陈述（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笔录（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 

九、电子数据 

第九章 证据的分类 

一、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二、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本证和反证 

三、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五、主证据和补强证据 

第十章 证据的收集、保全和审查判断 

一、证据的收集和保全 

二、证据的审查判断 

第十一章 证明概述 

一、证明概述 

二、证明与释明 

三、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 

第十二章 证明对象 

一、证明对象概述 

二、刑事诉讼证明对象 



三、民事诉讼证明对象 

四、行政诉讼证明对象 

五、免证事实 

第十三章 证明责任 

一、证明责任概述 

二、域外诉讼证明责任 

三、我国诉讼证明责任 

第十四章 证明标准 

一、证明标准概述 

二、域外诉讼证明标准 

三、我国诉讼证明标准 

第十五章 推定和司法认知 

一、推定 

二、司法认知 

 

刑事政策学部分： 

第一章 刑事政策学的范畴 

一、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 

二、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 

第二章 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 

一、自由 

二、安全 



三、公正 

四、效率 

第三章 国外主要刑事政策思想 

一、古典主义的刑事政策思想 

二、实证主义的刑事政策思想 

三、新社会防卫主义的刑事政策思想 

第四章 刑事政策的纵向表现 

一、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二、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 

三、刑事政策与刑事执行 

第五章 犯罪的社会预防 

一、犯罪的一般社会预防 

二、犯罪的个别社会预防 

三、犯罪的综合治理 

第六章 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 

一、严打刑事政策 

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第七章 我国刑事政策的具体问题 

一、死刑刑事政策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三、对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 



四、职务犯罪刑事政策 

五、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 

六、经济犯罪刑事政策 

七、对常习犯人的刑事政策 

八、网络犯罪刑事政策 

九、恐怖犯罪刑事政策 

Ⅳ.参考书目 

1. 法律规定：有关证据、刑事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

释等，最新颁布的修正案。 

2. 参考书： 

①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 (第六版) ［M］. 法律出版社，2017。

②魏东.《刑事政策原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卢建平.

《刑事政策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其他教材、专著

及论文。 

Ⅴ.参考试题（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一、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20 分） 

1.证明对象 

2.电子数据 

二、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 

2.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资格。 

三、案例分析（每题 10 分，共 10 分） 



四、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20 分）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

策”。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Ⅵ.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20 分） 

1.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或要证事实，由实体法律规范所确定的，

对诉辩请求产生法律意义的，应当由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 

2.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

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 

二、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 需用证据证明的事实即证明对象：第一，当事人主张的有关实体

权益的法律事实；（2 分）第二，当事人主张的程序法律事实；（2 分）

第三，证据材料；（2 分）第四，习惯、地方性法规(主要指非法院本

地区的)和外国法；（2 分）第五，特别经验规则，主要是指专门性的

特殊行业的经验规则。（2 分） 

2.第一，凡是知道案件情况并有作证能力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2

分）第二，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

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2 分）第三，证人只能是当事人以外知

道案件情况的人。（2 分）第四，证人具有不可代替性。（2 分）第五，

证人只能是自然人。（2 分） 

三、案例分析（每题 10 分，共 10 分） 

四、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20 分） 



（1）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关系。（3 分） 

（2）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4 分） 

（3）犯罪的社会预防分析。（4 分） 

（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分析。（4 分） 

（视答题情况加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