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1年度工作汇报 
（2012年 5月 20日） 

 

一、科研与学科建设 

（一）科研立项及成果 

1．科研项目申报及批准情况。本年度我院教师申报的各类科研项目达到 40人次，有

23个项目获得批准立项，获得批准经费共 514万元（见附表 1）。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2项，教育部社科规划

项目 3项，教育部社科发展报告项目 1项，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1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 1项，以及公安部物证技术中心、公安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上海市法医学

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等横向项目。与上年立项数（17项）相比，本年度增加了 6项，资助

经费比上年度（444万元）增加了 70万元。近五年来，我院教师人均科研项目达 2.66项。 

2．科研成果情况。本年度我院科研成果有限。 

（1）著作。出版著作 2部，包括房保国主编的《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以及由我院

大部分教师参加撰写的《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 2009（蓝皮书）》（见附表 3）。另有几本

著作已被出版社列入 2012年 1月出版，预计 2012年著作类成果将有大幅提高。 

（2）论文。本年度我院教师公开发表论文 53篇，其中包括 SCI论文 4篇，CSCD及外

文论文 4 篇、CSSCI 以及核心期刊论文 29 篇，一般论文 16 篇，由我院学生撰写或参与发

表的论文约 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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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北京榜首科技有限公司等高校、科研院所与

司法实务部门的 9项申请，批准立项 7项，资助经费 28万元，当年拨款 14万元（见附表

2）。本年度组织审议了 2008 年度 3 项、2009 年度 7 项申请开放课题结项的材料，同意对

其中 9项课题结项。组织审议了其余课题的延期申请，同意 7项延期。 

2.国际证据科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idence Science）成立。

会议讨论通过了《国际证据科学协会章程》，确定了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副主席、理事和

执行委员会的人选。根据《章程》，国际证据科学协会总部将设在芝加哥，执行委员会和

秘书处设在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3.新成立若干专项科研团队。（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中国

证据法治发展报告”获得立项，长期协作的科研团队形成；（2）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与精神

医学研究中心成立，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科研平台；（3）我院“科学证据的解析与

权重”科研创新团队获得中国政法大学立项资助；（4）由我校 211工程资助的中国法庭科

学博物馆筹建项目开始启动，为拟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法庭科学文化研究中心打下了基础。 

（四）主要问题 

1.“重科研立项，轻科研成果”的问题比较突出。创新性、拿奖项的科研成果准备严

重不足；科研项目结项周期长，成果质量不高，而且本年度著作、论文类成果数量也有所

下降。 

2.我校长期缺乏自然科学科研设施，法庭科学科研环境存在问题，科研实验室建设严

重滞后，已经成为阻碍科研工作的瓶颈。 

3.近五年没有科研项目的教师主观能动性不够，申请科研项目不积极；个别教师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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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课题名称 承担人 
经费 

(万元) 

到帐 

经费 

8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报告建设项

目（11JBG009）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 张保生 30 0 

9 

教育部社科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11YJC820012） 

刑事推定规制之实证研究 褚福民 7 4.2 

10 

教育部社科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11YJC820158） 

DNA证据相关问题研究 袁丽 7 4.2 

11 

教育部社科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11YJC820031） 

高校司法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构

建与运行 
郭兆明 7 4.2 

12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科技新星计划

（2010B073） 

常染色体非 CODIS系统 MiniSTR国产

化试剂盒研制与法医学应用 
石美森 20 6 

13 

2011年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1FXC032） 

司法自由裁量权之规制研究——以刑

事推定为例的分析 
褚福民 3 1 

14 
2010年校青年教师

学术创新团队 
科学证据创新团队 张中 75 25 

15 
2011年校青年教师

学术创新团队 
科学证据的解析及权重 王元凤 75 0 

16 
2010年校级人文社

科青年项目 

吸毒后驾驶检测程序、标准及法律责

任研究 
郝红霞 2 0 

17 
2010年校级人文社

科青年项目 
刑事推定实证研究 褚福民 2 1 

18 
2011年学校教改项

目 
证据科学数据库的建设研究 褚福民 1 0.5 

19 
中国法学会研究所

（横向） 

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研究

（子课题） 

王进喜 

李训虎 
3 3 

20 
北京市律师协会

（横向） 
律师事务所管理评价体系后期拨款 王进喜 9 9 

21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

心（横向） 

SPR传感芯片检测爆炸残留物方法研

究 
郝红霞 15 15 

22 上海司鉴所（横向） 
联合应用 VEP 固视检查客观评定视

敏度的法医学研究 
王旭 5 4.5 

23 上海司鉴所（横向） 挤压综合征的代谢组学研究 百茹峰 5 4.5 

合计    514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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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开放课题立项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批准经费 

(万元) 

一期拨款 

(万元) 

2011KFKT01 

汽车指针式车速表痕迹

信息用于交通事故车速

鉴定研究 

袁泉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 5 2.5 

2011KFKT02 

男性暴力精神分裂症病

人脑神经机制的磁共振

研究 

胡峻梅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

与法医学院 
5 2.5 

2011KFKT03 
篡改电子文档输出伪造

文件的检验研究 
崔岚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5 2.5 

2011KFKT04 
刑侦用多波段光源关键

技术的研究 
刘伟仁 北京榜首科技有限公司 4 2 

2011KFKT05 检察证据规则研究 王一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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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 

级别 
发表时间  

3 
王元凤

等 

Determination of the 

sequence of intersecting 

lines from laser toner and 

seal ink b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microspectroscopy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 energy 

dispersive X-ray mapping 

Science & Justice SCI 2011年10月31日 

4 
王元凤

等 

利用 ATR 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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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 

级别 
发表时间  

15 张中 
论经验法则的认识误区与实践

困境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2期 核心 2011年4月 

16 
刘鑫、

梁俊超 
论我国损害技术鉴定制度构建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3期 核心 2011年6月 

17 

翟宏丽

（学

生） 

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据协力

义务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3期 核心 2011年6月 

18 

冯俊伟

等（学

生） 

美国行政裁决程序中的传闻证

据—一个历史维度的考察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4期 核心 2011年8月 

19 

郑飞

（学

生） 

科学标准在社会和法庭科学证

据中的应用（译文）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4期 核心 2011年8月 

20 邢学毅 
《加强美国法庭科学之路》的反

响和启示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4期 核心 2011年8月 

21 褚福民 
论诉讼模式对推定的影响—以

台湾地区法制和法学研究为例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4期 核心 2011年8月 

22 王进喜 论表象时代的终结（译文）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4期 核心 2011年8月 

23 郝红霞 国外微量物证检验研究进展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4期 核心 2011年8月 

24 

杨鑫鑫 

马长锁

（通） 

关注精神卫生立法与精神病鉴

定的热点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4期 核心 2011年8月 

25 张中 
允许怀疑：科学证据的新标准

（译文）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5期 核心 2011年10月 

26 袁丽等 
岫岩满族9个STR基因座遗传多

态性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5期 核心 2011年10月 

27 褚福民 证据法治发展的一面镜子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5期 核心 2011年10月 

28 

杜国栋

（学

生） 

论司法鉴定人员职业规则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5期 核心 2011年10月 

29 

刘洁

（学

生） 

测试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可采

性吗？--兼论江苏淮安中院再审

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5期 核心 2011年10月 

30 

白英杰 

张海东

(通) 

溺死诊断中浮游生物检验方法

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证据科学 2011年第 5期 核心 2011年10月 

31 
刘建伟

等 
一起“消失的签名”案件的检验 

第十三届全国物证鉴定技术

破案研讨会论文选(内部发

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核心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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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 

级别 
发表时间  

32 
曹洪林

等 
音速特征在声纹鉴定中的应用 

第一届全国声像资料检验鉴

定技术交流会论文集(内部发

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核心 2011年11月 

33 李冰等 
一起借贷纠纷案件的添改文件

检验 

文件检验实践精粹(内部发

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核心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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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 

级别 
发表时间  

50 刘鑫 
超女王贝整形手术死亡案件之

医疗法律分析 

中国卫生法制 2011年第

2期 
一般 2011年3月 

51 刘建伟 司法鉴定人权利保障问题初探 

首届全国物证技术鉴定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

社  

一般 2011年11月 

52 刘建伟 
浅谈文件制成时间鉴定的风险

防范 
刑事技术 2011年增刊 一般 2011年12月 

53 
郝红霞

等 

GC/FID直接进样法测定血醇浓

度的不确定度评定 
分析试验室2011年增刊 一般 2011年12月 

 

附表 5  主办学术会议 

序号 学术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参会人数 日期 

1 第三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 北京会议中心 200 2011年 7月 16-17日 

2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蓝皮

书）首发式 
石景山校区 40 2011年 5月 20日 

3 
第四届北京高校证据科学博士生论

坛（36篇论文） 
清华大学 35 2011年 7月 1日 

4 首届法律与精神医学论坛 北京 40 2011年 7月 2日 

 

附表 6   学术讲座 

序

号 
讲座类型 主讲人 

工作单位 

及职务 
讲座题目 日期 

1 春季论坛 张文显教授 
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 
政策科学问题 2011年 4月 15日 

2 学术讲座 
Huw Williams

博士 

英国埃克赛特

大学心理学院

教授 

脑外伤与犯罪：减少暴力攻

击的一个影响因素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Crime: A factor for 

reducing offending? 

2011年 4月 15日 

3 学术讲座 
Marcel van der 

Steen 

荷兰法医学研

究所所长 

荷兰国家法庭科学研究所

概况及学术研究进展 
2011年 10月 14日 

4 

证据科学

论坛月 

樊崇义教授  中国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2011年 11月 8日 

5 
C.Champod教

授 

瑞士洛桑大学

科学学院 

复杂案件中不同种类法庭

科学证据的联合解析 
2011年 11月 10日 

6 易延友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

院 
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 2011年 11月 15日 

7 艾伦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

法学院 

传闻证据的的理论阐释及

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2011年 12月 5日 

8 艾伦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

法学院 
排除规则的困境 2011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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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樊崇义教授  刑事证据规范化实证研究 2011年 12月 12日 

10 孙万胜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改革办公

室副主任 

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与依

法治国 
2011年 12月 13日 

 

二、教学与人才培养 
    （一）招生与学生管理 

1.招生工作。按计划实施 2011级招生迎新工作。组织完成了招生、复试、迎新工作。

法律硕士复试录取人数 32 人，实际入学人数 30 人（含上一名少数民族骨干）。证据法学

入学 3 人，博士入学 9 人。我院学籍管理的在校研究生 83 人，非学籍管理的研究生约 50

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届在职法律硕士（证据科学方向）专业学位研究生 47人。 

2.学生工作。（1）贯彻落实我院教书育人的研究生培养理念，狠抓学生的思想教育，

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负责教学的老师们随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学生沟通，解答学生的问

题，了解他们的冷暖需求。组织两校区同学的互动活动，加深新老同学间的感情，培养他

们的团队意识和互帮互助意识。建立了青年教师兼任班主任制度。（2）编印 2009 级研究

生就业宣传册，加强与学校就业办的协作，组织学生参与相关的招聘活动。（3）组织实施

完成了第四届北京高校证据科学博士论坛；组织研究生承担、实施院里的各种学术活动，

包括讲座申报、海报制作，会场布置、新闻报道等工作；组织协调证据科学研究生学会日

常工作。 

（二）教学管理 

1.按计划实施日常教学管理。（1）组织实施了法硕法庭科学方向研究生的教学任务，

承接完成了学校各职能部门下达的教学、管理任务。（2）协调安排全院全年教学计划，包

括教师、教室、教材、考务以及调停课等工作；协助刑事司法学院完成了本科生课程申报、

证据法学硕士、博士的部分教学安排与实施。（3）实施了对全院任课教师课时统计的动态

管理。 

2.学生实习与科研。（1）2009级研究生实习计划在我校也是首次实施，我院负责教学

的老师开拓创新、不辞辛苦地积极外联，妥善安排学生实习。（2）努力做好 2009 级研究

生毕业论文开题和 2010 级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协助并组织刑司院完成证据法学方向硕

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培养。（3）督促并组织研究生参与科研、撰写论文的工作。 

3.召开法庭科学专业教学工作会。9 月召开了法庭科学专业教师工作会，适时调整法

庭科学教学方案；拟建设法庭科学学生实习实验室；进一步强调教师教学职责和工作任务。 

（三）主要问题 

1.法庭科学专业培养方式与其他法学专业不同，其教学、实习等需要实验室的支撑和

实验耗材的投入，教学经费完全依赖鉴定收入存在问题。 

2.我院在校学生达 150人，教学管理工作任务繁重，急需补充人员。 

3.我院还存在“重科研鉴定，轻教学育人”的现象，教学成果不足和教学效果有待提

高；学生科研能力和水平也反映出教师的敬业问题。 

三、鉴定工作及其管理 
自 2010 年年底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公布以后，承担了大量疑难复杂、长期上访、缠

诉案件相关司法鉴定工作，尤其是外地公安机关委托的案件，此类案件鉴定结果出具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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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会面临投诉、出庭等，鉴定人员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和困难。从目前反馈显示，鉴

定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政法大学在司法系统的影响力。2011

年全年共接待各类案件 2950件，其中受理并出具报告的有 2070件左右。 

（一）优化组织机构 

为了更好的开展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建设，法庭科学研究所整合现有的人力资源，按

照专业特点及工作将组织机构分为三个大部：法医学部、物证技术学部及综合部，法医学

部由法医临床学研究室、法医病理学研究室、法医物证学室和法医精神病学室组成，物证

技术学部由文件检验学室、电子数据检验学室、交通事故分析与痕迹检验学室和微量物证

及毒物检验学室组成，综合部由办公室、质控室组成。法医学部负责人由王旭副所长负责，

物证技术学部由刘建伟副所长负责，综合部由所长助理郭兆明负责，常林副院长负责总体

工作统筹协调。组织机构的优化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2011 年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第三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全面修订完成并实施，

本版本体系文件更加切合实际工作，也更加简化和完善。2011年 6月，顺利通过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检查机构认可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级资

质认定二合一现场评审（复评审），2011 年 9 月，顺利获得相关证书，为鉴定规范执业提

供了良好的政策依据。在鉴定工作中，已初步建立执业能力动态管理，每年年初对每位鉴

定人的执业范围进行授权。明年将加大鉴定出具后的监督和鉴定文书使用情况的调查，超

期案件通报及处理机制，以及投诉案件处理机制的完善。 

（三）争取硬件设施建设 

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办公用地尚待学校落实。2011年年初，完成有关科研综合楼实验

室的设计工作，但由于学校对科研综合楼用房进行调整，科研综鉴定用房目前尚待进一步

落实。完成了我院 2011 年资产核查和年度购置，细致的工作为我院获得了“中国政法大

学资产管理先进单位”荣誉。 

（四）主要问题 

1. 办公楼的问题严重影响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的发展，仪器设备资金主要来源于教

育部修购专项资金，目前其他资金来源拓展有限，有待进一步加强。 

2. 司法鉴定纳入良性发展轨道，在管理机制上尚需进一步改革，诸如鉴定机构性质

定位；鉴定人职责及其鉴定工作量与教师考核；鉴定费用的分配制度等。 

四、《证据科学》杂志 
目前出版杂志共 5期，刊文 57篇，其中证据法学 34篇，法庭科学 6篇，交叉学科 17

篇，以外文发表的 11篇。每期印数 3000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诉讼制度〃司法制度）

全年收录全文 5 篇文章；《新华文摘》全年收录全文篇文章。全年共计全文收录、转载文

章 5篇。 

（一）专题策划 

专题策划做得比较成功的是第 2，3，5期“经验法则”、“医疗纠纷证据”、“证据科学

博士生论坛”的专题。由于有专题的计划指导责任编辑的约稿工作，因此，我们的编辑也

相应地或多或少约到了一些相应选题的文章，这对于提高杂志刊文质量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希望明年继续给每期杂志定专题。 

（二）约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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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编辑部的稿件来源主要是作者投稿和编辑约稿。作者投稿的质量较去年有所提高，

全年作者投稿量大约在 137 篇（已经登记部分，尚有未登记的少数稿件），稿件的内容主

要为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方面的文章，作者多为一线的技术鉴定人员和学生。编辑部在处

理这些稿件时，大多数稿件都做了退稿处理，真正质量比较高、被我刊采用的文章不多。

目前杂志刊用的稿件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责任编辑约稿，这部分稿件的质量一般比较高，学

术性、理论性都比较强。正是由于责任编辑约稿，稿件到责任编辑手上的时间短，目前编

辑部也无法对这部分稿件进行登记，更无法按照正常的审稿程序审稿。这种状况可能还要

持续一段时间。 

（三）主要问题 

1.急需做成 CSSCI申报工作。 

2.杂志出版延期比较严重；个别责任编辑工作不太积极。 

五、院办公室及其行政管理工作 
（一）日常管理工作 

（1）学校相关部门布置各项任务的上传下达；实验室主任办公会的会务工作；主任

基金的财务验收及报销；行政办公用品的购置、领取、发放和管理；考勤、各类津贴的报

批；各类文件、信函、报刊的收发。 

（2）完成了“证据科学研究院”网络日常的维护；“证据法学电子图书阅览室”借阅

量全年达 30余册，新购外文图书 20余册、专业图书及各类杂志 70多册。 

（3）讲座与学术会议及项目的申报。组织了第三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

的会前申报及会期的会务工作。协助完成了由我院主办的 2011 年“证据科学秋季论坛”

共七场讲座。组织了“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 

（4）完成了 2011年的全院教职工的岗位的晋级和晋职、2011年教师职称评审、全院

教职工 2010—2011学年考核工作和院里的年终考核工作。完成了 2011年教师和专职司法

鉴定人的招聘工作。 

（5）代表科研系统分工会参加学校“教职工广播体操比赛”，并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参加了校工会新年晚会，并且代表科研分工会进行了二十四式太极拳的表演；组织两次教

职工登山郊游活动；组织了教职工“爱心互助”活动。 

（二）年度新增工作 

（1）硕导、博导及兼职教授的聘任。完成了校外兼职教授的续聘工作，新聘兼职教

授 11名；截止目前我院的兼职教授已达 27名，兼职博导 2名。 

（2）法律硕士研究生报名、考试与培训。组织了 2010届在职法律硕士（证据科学方

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复试、开学典礼以及第一、第二学期的集中授课的相关事宜。完成

了 2011级的招生宣传、报名咨询、培训辅导以及安全部班培养方案的制定等工作。 

（3）课程班培训与创收。协助举办了二期检察官短期培训任务；“医事法学”研究生

课程班第一期共有 54名学员结业，第二期共招生 65名学员，上缴学校计划外创收收入 19.5

万元，为院里增加创收 32.5万元。 

（4）协助研究生院起草了关于我院“与重庆市公安局进一步合作”六个意向协议书。 

（三）主要问题 

1.在督促院领导落实一些管理制度上还存在问题，如院长接待日制度等。 

2.没有很好的发挥工会的作用，组织有益教职工身心健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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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2年度工作要点（审议稿） 

 

一、科研与学科建设 

（一）科研立项及成果（王进喜负责） 

1.继续做好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广泛动员、消除申报死角，并组织

适当的培训，力争让所有教师均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赵馨负责）。 

2.做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开题报告（4月 17-18日）

和调研工作（7-8月）以及拨款工作（3月）（张中、赵馨）。 

3.做好教育部证据法治发展报告项目（张保生、常林负责）：（1）按时《中

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2010 和 2011 年度报告研究撰写工作；（2）抓

紧“中国证据法治指数”指标体系论证工作（5 月），并结合《诉讼证据规定》

重大项目调研，做好“中国证据法治指数”实测工作；（3）落实两篇研究报告的

撰写人；（4）配合蓝皮书编写继续完善证据科学资料数据库建设（褚福民负责）；

（5）力争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联合设立证据法应用研究基地（张

中负责）。 

4.组织好教育部、北京市和钱端升等科研成果奖励申报工作，力争一等奖获

奖有所突破（赵馨负责）。 

5.克服“重立项，轻成果”的倾向，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做好专著、论文和

专利等成果登记培育工作（赵馨负责）。 

6.做好《证据科学文库》（张保生负责）、《法庭科学译丛》（王进喜负责）和

《证据科学资料案例丛书》（常林负责）的组织、出版工作。 

（二）学术会议及国际交流（王进喜负责） 

7.结合院庆主办《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 2010》（蓝皮书）首发式暨“中国

证据法治指数指标体系”研讨会（褚福民负责）。 

8.举办“2012年证据科学全国博士生论坛”；做好论坛征文的刊物用稿工作

（李训虎负责）。 

9.举办“证据法学前沿高级研讨班”（7月底，杨克文负责） 

10.举办“证据科学论坛”（春季论坛和秋季论坛）（张中负责） 

11.做好国际证据科学协会秘书处工作及第四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

策划、征文（7月）工作（王进喜、于天水、汪诸豪） 

12.做好教师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动员和组织工作（赵馨） 

（三）学科发展及科研团队（常林负责） 

13.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2年度开放课题申请、评审和经费拨款工作（赵馨

负责）。 

14.教育部证据科学创新团队建设（王进喜负责） 

15.北京市证据科学交叉重点学科建设（张保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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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团队建设。

（张保生、常林负责） 

17.学校青年创新团队“科学证据”建设（张中负责） 

18.学校青年创新团队“证据法学”建设（王元凤负责） 

19.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与精神医学研究中心建设（胡纪念负责） 

20.学校 211工程中国法庭科学博物馆筹建项目（常林负责） 

21.筹建中国政法大学“法庭科学文化研究中心”（常林负责）。 

    （四）加强科研设施和实验室建设（常林负责） 

22.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迎评工作（张保生负责）。 

23.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办公实验楼“瓶颈”问题（张保生、常林负责）。 

24.我院非在编机构加强社会服务职能（常林）。 

25.知识产权鉴定增项工作（常林负责） 

26.积极争取教育部修购专项仪器设备资金，进一步拓展其他资金来源。 

二、教学与人才培养 

    （一）招生与学生管理（常林负责，杨克文协助） 

27.组织好 2012级研究生（法学硕士、博士，法庭科学硕士）招生、复试、

迎新工作（杨克文负责）。 

28.吉林高院、安全部 2012级在职法律硕士（证据科学方向）研究生招生和

教学工作（招生、复试以及安全部班的教学李蔚负责，教学杨克文负责）。 

29.加强学生管理，做好青年教师兼任班主任工作。 

（二）教学管理（常林负责，杨克文协助） 

30.转变“重科研鉴定，轻教学育人”的现象，采取具体措施，提高教学质

量，提倡敬业精神。 

31.设立专职教学秘书岗位。 

32.按计划实施日常教学管理，完成法律硕士（法庭科学方向）研究生教学

任务，以及学校各职能部门下达的教学、管理任务。 

33.制定全院教师全年教学计划，安排课表。 

34.完成全院任课教师课时统计动态管理工作。 

35.做好学生实习与科研、撰写论文工作。 

（三）课程开发和教材建设（常林负责） 

36.建立研究所每月主题研讨和集体备课制度（王进喜、常林分别负责） 

37.做好法律硕士（证据科学方向）课程系列教材开发工作（张保生负责） 

38.做好法律硕士（法庭科学方向）系列教材启动 

39.做好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律硕士《证据法学》、《司法鉴定》两部教材的编

写工作，5月按时交稿。 

40.探索英文中国证据科学硕士课程开发和教材建设工作，首先启动两门课

程和教材：（1）Chinese Evidence Law；（2）Chinese Forensic Science 予以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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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工作及其管理（常林负责） 

（一）加强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建设（常林负责） 

41.按照稳定规模、提高质量的原则，切实保障司法鉴定优质高效，减少投

诉、缠诉；清理积压案件，降低鉴定风险。追求权威、公正的良好社会效果。 

42.进一步落实鉴定部门责任制，法医学部由王旭副所长负责；物证技术学

部由刘建伟副所长负责；综合部由所长助理郭兆明负责。 

43.正确处理鉴定与教学、科研的关系，保证各项工作均衡、可持续发展。 

44.加强司法鉴定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强化科研成果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转化。 

（二）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45.认真实施《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第三版）》，

严格执业能力动态管理，对每位鉴定人的执业范围进行授权。加强鉴定意见出具

后的监督和鉴定文书使用情况的调查，建立超期案件通报及处理机制，进一步完

善投诉案件处理机制。 

46.进一步改革司法鉴定管理机制，明确鉴定机构性质定位，完善鉴定人职

责及其鉴定工作量与教师考核标准，鉴定费用分配制度等。 

四、《证据科学》杂志（王进喜负责，刘鑫协助） 

47.巩固和发展进入 CSSCI 扩展版的成果，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大力提高

发文质量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转载

率。建立双向匿名审稿制。本院人员稿件一律匿名审稿。 

48.努力拓宽稿源，进一步加强专题策划，落实审稿责任制，重点做好院外

约稿、交叉学科约稿工作，加大外文首发稿的奖励力度。 

49.采取有力措施，充分调动编辑部工作人员以及兼职责任编辑的积极性，

适当提供审稿、编辑、校稿的劳务报酬，提高杂志的质量，努力改变杂志延期出

版局面。 

50.做好增刊工作，充分调动我院教职工联系和推荐出版增刊协作单位的积

极性，加大奖励力度。 

五、院办公室及其行政管理工作（常林、李蔚） 

51.做好研究机构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一体化试点改革工作，院领导班子

换届工作（6月） 

52.做好日常管理工作，保障研究院科研、教学和鉴定等各项工作顺畅运行。 

53.做好“证据科学研究院网”、“中国证据科学网”维护工作和“证据法学

电子图书阅览室”借阅工作。 

54.做好全院教职工岗位晋级和晋职、职称评审、学年考核和院年终考核工

作；做好教师和专职司法鉴定人招聘工作。 

55.继续做好课程班培训与创收工作。 

56.发挥工会的作用，组织有益教职工身心健康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