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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一份关于司法鉴定改革的“鉴定” 

阅读次数： 709  2005-11-3 9:57:00 

     在当前法律体系内，无论是警方侦查、检方办案还是法院审判，没

有司法鉴定不行。但现行的司法鉴定不改不行，没立法也不行。  

     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

是我国司法鉴定改革一个新的里程碑，对于提高司法鉴定的社会公信

力，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

义。  

     司法鉴定改革，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但也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法

院的影响。  

司法鉴定机构将成独立民事机构，司法鉴定怎么管？  

     目前，社会和广大群众最担心、反映最强烈的就是个别鉴定人弄虚

作假，搞人情鉴定、关系鉴定和由违法鉴定导致的裁判不公问题。《决

定》第一次明确规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是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的一

大亮点。  

     法院和检察院不再设立司法鉴定机构。公检法系统除了公安部门因

为办案的需要，仍然内设法医鉴定之外，从2005年10月1日起不再设立

法医鉴定机构。那么，下一步谁可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呢？  

     《决定》中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作了进一步明确，并明确由国务院

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但重构司法

鉴定体制，机构和人员配置是个大问题。  



     首先是鉴定人资格过于严格。《决定》所确定的鉴定人资格取得的

条件为以下三者之一：（1）相关司法鉴定专业的高级技术职称；（2）

鉴定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相关专业本科学历，从事相关工作5年；（3）从

事司法鉴定业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事实

上，与《决定》所要求鉴定人条件符合的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员，现在一

般都在公、检、法机关工作，这些机关撤销鉴定机构后将面临人员分流

问题，原来从事司法鉴定的工作人员，更看重自己的公务员身份，他们

可以改行从事其他政法工作，真正愿意“下海”的毕竟是少数。在目前

的鉴定机构中，从事鉴定工作的鉴定人有相当数量是刚从大学毕业未满

5年者，那些愿意继续从事法医鉴定的往往是一些年轻的法医，这样，

具有《决定》所要求条件的鉴定人属于少数，现培养又来不及，那么，

下一步鉴定机构如何保证《决定》第5条所要求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

有3名以上鉴定人”？  

     其次是鉴定机构设立的条件过于苛刻。鉴定机构设置要求具有：

“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仪器、设备；有在业务范围内进

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

室。”  

     然而，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已经通过国家实验室认证认可的司

法鉴定机构仅有两家，一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鉴定机构，另一家是司法

部设在上海的鉴定机构，尚无第三家机构进入实质申请阶段，而且这两

家都因隶属于司法机关，即使不撤销，下一步也不能对外进行服务。现

在绝大多数面向社会的鉴定机构都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检查室。申请实

验室认证认可又是一个漫长而耗费财力、人力的过程，可想而知，要满

足《决定》第5条而设立司法鉴定机构，难度是相当大的。  

     《决定》要求，下一步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

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这条规定似乎是保证面向社会鉴定机构能够正常开

展业务、获得足够工作量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决定》并没有其他强

制措施予以保障。试想，在2005年10月1日以后公安机关的鉴定机构仍

然面向社会进行鉴定，或者变相面向社会进行鉴定，司法行政机关怎么

办？是对公安局进行处罚，还是向人大投诉呢？而且，按照《决定》中

“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字面理解，是否可以接

受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监察纪检机构、人民法院的委托呢？显然没有



权威说法。因此，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委托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进行鉴

定，可能将会长期存在，这并没有违背我国诉讼法的规定。  

     还有对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责任规定不够。鉴定人故意做虚假

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责任。刑事责任主要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5条伪证罪。行政处罚责任依据《决定》

第13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且主要是“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当事人合

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和“拒绝出庭”两种情形。显然“严重不负责

任”和“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都是难以确定的情节，对鉴定

机构、鉴定人错误鉴定如何追究责任，恐怕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司法鉴定机构开展工作是否会步履维艰？  

     在过去5年中，各地申请注册了大量面向社会的鉴定机构，许多人

也取得了司法鉴定人资格。但是如果对照《决定》第4条、第5条的规

定，很多人的鉴定资格将要被取消，司法鉴定机构也将要被撤销。现有

的按照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设立的鉴定机构怎么办？

按照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取得的鉴定人资格怎么办？有人说

过去的将不予追究，只有2005年10月1日以后申请注册的鉴定机构和鉴

定人才能适用《决定》设定的条件。如果是这样，那么2005年10月1日

以前已经成立的人民法院鉴定机构是否就可以保留，转为民事机构呢？

显然是不可能的。  

     过去我们说司法鉴定机构的法律地位在诉讼中是独立的，鉴定人在

法庭上质证，既不属于原告一方，也不属于被告一方。现在，鉴定人参

加诉讼庭审质证是基于一方当事人的委托才发生的，与原告或者被告的

关系是被委托与委托的关系，参加诉讼的法律地位应当与律师一样。这

样，鉴定人应当属于原告方或者被告方，与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

日生效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提到的专家辅助人的地位

基本类似，鉴定结论是维护其委托人的利益。既然鉴定人与当事人之间

是委托关系，鉴定人如何执行《决定》第9条第3款规定的规避制度？因

此，鉴定机构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该进一步明确。  

     下一步的鉴定机构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同

时鉴定机构从事鉴定业务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而开展，他们之间的鉴定

关系实质上是委托合同关系，如果当事人认为鉴定机构的鉴定有问题，



或者鉴定没有按照委托目的来进行，都可以到鉴定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告鉴定机构违约或者侵权。另外，面向社会鉴定机构是

一个商业服务机构，案件当事人到鉴定机构委托鉴定是否属于消费行

为？是否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尤其是

该法中有关欺诈性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将会对鉴定机构提出更为严峻的

挑战。司法鉴定机构是否已经做好充分的诉讼风险准备？  

审判工作中如何对司法鉴定作出“鉴定”？  

     当司法鉴定结果进入审判程序之后，双方当事人对专门性问题争执

不下时，应该委托哪一家鉴定机构鉴定？  

     双方当事人对专门性问题争执不下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诉讼

中双方提交各自不同的鉴定结论，一个案件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的鉴定结

论，那么法官应当采信哪一个？当然，按照诉讼法、《决定》和《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要求，法官可以通知鉴定人出庭参加质证。但

是实践证明，很多专门性问题通过质证并不都能让法官搞明白，这时法

官该采信哪一份鉴定呢？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涉及专业知识的诉讼将会越来越

多。然而能够提交进行鉴定的情况毕竟有限，有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是

一些基本的专业知识，但是法官并不知晓，双方当事人甚至各自的专家

辅助人又是各执一词，怎么办？过去法官是采用咨询法院内设鉴定机构

的办法来解决，现在随着《决定》的实施，内设鉴定机构将可能取消，

法官又去咨询谁、信赖谁呢？  

     另外，需要再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双方当事人协商不一

致，将由法官指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法官对鉴定机构的资质、水平并

不一定知晓，只能从司法行政机关提供的名册中选，如果鉴定出现了问

题，法官又采信错误的鉴定结论，必然会导致裁判错误，是否属于错

案？是否应当追究法官的错案责任？对于因此遭受损失的当事人是否可

以要求国家赔偿？  

     随着《决定》的颁布、实施，司法鉴定领域出现和可能涉及的问题

还会更多，与司法鉴定有关的各方必须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研究，制定

相应的对策，让司法鉴定真正服务于我国的司法审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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