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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8_AF_81_E6_c40_227138.htm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和广泛应用，人类正逐步地从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网

络的开放性和传播速度快等特征，既使得网络中的信息来源

渠道广泛、内容丰富，同时又为信息的交流、传播，提供了

较现实环境更为广阔的空间。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

件层出不穷。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均认可电子证据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但是电子证据在民法中的地位如何，是属于视

听资料还是书证，或者是具有独立的法律定位，这在立法上

以及审判实践中均有矛盾。为此，笔者就此问题谈一点肤浅

的看法： 一、电子证据的念 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

指随着计算机及互联网络的发展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

过程中因电子数据交换等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

事实的电磁记录物。包括：电子邮件，互联网网站发布的内

容等。电子证据已经衍生出纷繁复杂的形式，通常人们所能

看到的除了电子邮件证据外，还包括表现为电子数据交换、

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和电子签章

等样式的各种证据。从广义上讲，电报、电话、传真资料以

及电子文件、数据库、手机短信等也属于电子证据范畴。由

于从这些新型证据载体中已难以寻觅传统证据的影子，故称

之为电子化证据，即简称为电子证据。 二、 电子证据的特点 

作为与计算机密切联系的电子证据具有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无形性、易破坏性、多样性、高科技性等特征。 1、无形性

，电子证据实质上只是一堆按编码规则处理成的零和一的数



据。看不见，摸不着。与其余的七类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完

全不同。例如：计算机硬盘、光盘等，它的产生和重现必须

依赖于这些特定的电子介质，在这点上不如传统的证据，如

书证，毋需依赖于其他介质就可以独立重现，这点也正是电

子证据的弱点，直接削弱了它的证明力度。如果有人在电子

介质上做手脚，如运用黑客手段入侵电脑网络，就能改变电

子证据本来面目，给证据认定带来困难。 2、易破坏性，由

于电子数据是以数据的形式存在的，数据容易被人为改变，

数据被人为篡改后，如果没有可资对照的副本、映像文件就

难以查清、难以判断。书面文件使用纸张为载体，不仅真实

记录有签署人的笔迹和各种特征，而且可以长久保存，如有

任何改动或添加，都会留下“蛛丝马迹”，通过专家或司法

鉴定等手段均不难识别。但电子证据使用电磁介质，储存的

数据修改简单而且不易留下痕迹，这导致了当有人利用非法

手段入侵系统、盗用密码时，还有操作人员的差错或供电系

统和网络的故障病毒等情况发生时，电子证据均有可能被轻

易地盗取、修改甚至全盘毁灭而不留下任何证据。尤其是在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使得破坏数据变得更轻

易而事后追踪和复原变得越困难。 3、 多样复合性，它不仅

可体现为文本形式，还可以图形、动画、音频、图像、视频

等多媒体形式出现，由于其依托具有集成性、交互性、实时

性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证据的运作方

式。 4、 高科技性，电子证据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产物

和先进成果，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诉讼证据上的体现，

它与其他证据相比主要有技术含量高，未受过计算机专业培

训的人员难以辨别与认识。 电子证据还具有收集迅速、易于



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

使用、审查、核实、便于操作的特点。 三、现行法律法规中

的缺陷 1、民事诉讼法中的缺陷。在第六十三条证据的种类

里，只规定了 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

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等七种，有“视听资料”，

无电子证据这一证据分类。其余两大诉讼法的情况也是如此

。传统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在表现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

民事诉讼法制订在一九九一年，当时的中国法律实务界几乎

没有计算机电子证据的念。到现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时

代，是否可以把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在法学界也存在比

较大的争议的。 2、司法解释中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十二条规定：“调查人

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

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在这里，显然是

把计算机数据作为视听资料。司法解释不能突破立法的框架

，在诉讼法证据法对电子证据没有规定之前，勉强把电子证

据归类到视听资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归类却与

立法原意相违悖的，从而导致与其它部门法相矛盾。如《合

同法》的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

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从合同法的规定看，是把数

据电文作为合同的书面形式，也就是书证。这与高法的上述

司法解释将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规

定相抵触。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合同法将电子证据列为书证

，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把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这就是

其缺陷所在。 3、地方法规的缺陷。我国第一部关于电子商



务的地方法规，即《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其第八条：在

电子交易过程中，安全的电子签名与书面签名具有同等效力

。第九条：以安全的电子签名方式签署的电子记录为安全的

电子记录。这一地方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实际上是把电子

证据当做书证看待，但是，其中的电子数字签名，数字认证

的规定，却是又把电子证据作为一个独有的证据种类看待，

其矛盾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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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