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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意义及其面临的困境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证据为案

件事实认定提供了新的认识手段，科学证据在法庭

审判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其作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然而，科学证据在审判中的广泛运用，也犹如一

把“双刃剑”。比如，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2009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法庭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夸

大了许多科学证据种类的作用，包括足迹、指纹、轮

胎痕迹、弹痕、血迹、火灾和笔迹鉴定。①而对于DNA
证据，根据美国“无辜者项目”2019年更新的数据，在

通过DNA检测证明犯罪人系属无辜的冤案中，有近

一半冤案 (45%)是由“法庭科学的不当使用”造成

的。所谓“法庭科学的不当使用”包括：(1)科学原理

不可靠或缺乏事实根据；(2)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未经

充分证实；(3)专家证人的证言具有误导性；(4)检验过

程中出现错误；(5)法庭科学家存在不端行为。②

显然，“事实认定的科学化”③给审判带来的一个

实际挑战是：作为科学知识外行的法官，往往因科学

证据带有“科学”光环而迷信科学证据，从而在科学

证据的采信上很容易被法庭科学家牵着鼻子走。不

仅是法官，参与法庭审判活动的检察官、律师、陪审

员等也大多没有经受过系统的科学技术训练，却要

运用科学证据进行事实认定，这势必会造成对科学

证据的盲从。有学者发现，在中国，法院对控方提交

的DNA证据的采信率高达 99.65%。④也就是说，本

应充当科学证据采信“守门人”的法官，对控方提交

的DNA证据基本上照单全收。不仅DNA证据如此，

对其他科学证据的迷信，在司法实践中也相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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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例如，在念斌案中，尽管鉴定和检材提取过程存

在诸多问题，比如鉴定机构“均未按照专业规范要求

进行‘空白’对照检验，以防止假阳性检验结果”，“铝

壶水、高压锅和铁锅的提取送检过程不清，检材来源

相关证据间的矛盾和疑点得不到合理解释，检验过

程不规范，检验结论可靠性存疑，理化检验报告不足

以采信”等等，⑤但该案一审和二审法院对这些问题

均视而不见，对不可靠的科学证据照单全收，这成为

造成冤案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近些年来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人们

逐渐认识到，鉴定意见或科学证据并不必然可靠。

因为，除了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成熟或普遍接受

性之外，科学知识在法庭上的运用还离不开专家的

推论。作为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一方面可以正

确运用科学知识，得出正确的鉴定意见或专家意见，

从而辅助事实认定者(法官、陪审员等)理解证据或裁

断有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专家也可能误用科学

原理和方法，形成错误的判断或意见，从而误导事实

认定者。从这个意义上说，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

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标志着从法律上打

破了对鉴定类证据的迷信，明确了其意见证据的属

性，这是对科学证据性质的认识上的飞跃。

在鉴定证据一家独大的情况下，专家辅助人的

出现，改变了鉴定人在法庭上独揽科学证据认定的

局面；在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侧重公检法机关依职权

运用专家制度的‘权力逻辑’”之外，补充了一种“当

事人借助专家的辅助，对公检法机关运用专家制度

的权力进行制约”的“权利逻辑”，⑥从而使法官可以

对鉴定意见进行全面审查判断，起到兼听则明的作

用。然而，我国立法关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规定比

较模糊，这一制度在运行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严重

的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专家辅助人一身三任，

即兼有律师、鉴定人、证人的三重角色。这种角色混

乱，造成了独具特色的专家辅助人与鉴定人的双轨

制，而专家辅助人提供的意见被认为缺乏法律效力，

一般不会被法官采纳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文即从专

家辅助人意见遭遇的这种困境切入，以刑事诉讼中

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为研究对象，聚焦法庭审判过程，

分析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可

能途径。

二、专家辅助人及相关概念辨析

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我国对普通法系专家证人

制度和大陆法系鉴定人制度兼收并蓄的结果。它既

体现了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又与两大法系的

科学证据制度有所不同。通常，我们在立法和司法

解释文本中看到的标准称谓是“有专门知识的人”，

但这个称谓并不为专家辅助人所专享，其含义在

2018年刑事诉讼法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

括三种人：(1)勘查人员。第 128条规定：“侦查人员

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

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

检查。”(2)鉴定人。第 146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

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

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3)专家辅助人。第

197条第 2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

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狭义的“有专门

知识的人”就是指专家辅助人。

与立法上的“一词多义”相比，在司法实践中出

现了“一义多词”的情况。例如，“专家辅助人”“有专

门知识的人”“专家证人”这三个称谓，就经常在裁判

文书中交替使用。笔者以“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

人”“专家辅助人”“专家证人”这四个称谓为关键词，

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检索到2013-2018年刑事

裁判文书共计76233份，发现了如下页表1所示的情

况。从表1可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与“鉴定人”称谓

100%的使用率相比，“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辅助

人”“专家证人”这三个称谓的使用率合计仅为

0.82%。这反映出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接受这三

类人质证的比例很低，表明鉴定意见在法庭上一家

独大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改变。二是后三个称谓的用

法不统一。在使用这三个称谓的623份裁判文书中，

法官似乎更偏爱使用“有专门知识的人”(432份，占

69.34%)，这显然是受到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影

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专家证人”(132份，占21.19%)
称谓的使用比例居然超过了“专家辅助人”(59份，占

9.47%)。这似乎说明，在法官那里，“专家证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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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专家辅助人”更深入人心。

我国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弥补

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能力不足。“由于鉴

定意见的专业性，普通的诉讼主体在庭审中难以有

效进行质证。”⑦通过引入专家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可以解决“‘隔靴搔痒’般的提问，‘聊胜于无’地作

答”⑧等质证过程虚化的问题。实际上，专家在刑事

诉讼中的辅助作用，可以大致分为庭上的辅助和庭

外的辅助，⑨前者即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

出意见。有学者进一步将专家辅助人的诉讼权利分

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权利即针对案件涉及的

鉴定事项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服务，并协助当事人做

好庭审准备；第二层次的权利即直接参与针对鉴定

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运用专门知识帮助当事人判

断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为已方当事人提供是否向法

庭提出鉴定申请的建议；第三层次的权利即直接代

表当事人参与庭审程序，在法庭上针对鉴定结论与

对方当事人开展对抗，对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进行

质证。”⑩

笔者认为，对于专家辅助人的庭上辅助功能与

庭外辅助功能，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由于科学证

据的专业性、复杂性，保障专家辅助人在庭外进行调

查、检验和监督等权利非常重要。例如，有学者指

出：“实践中专家辅助人无权进行司法鉴定，只能动

用个人资源和社会关系去接触与原有司法鉴定相关

的材料，到案发现场了解案件鉴定的过程。由于没

有调查与案件相关的鉴定材料的权利，专家辅助人

所能获及的检材大多由侦控方提供。因此专家辅助

人出庭质证无异于‘以短剑对抗长矛’。”另一方面，

庭上的辅助功能事关法官事实认定推论的形成，这

使得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性质之争日趋白热化。

三、专家辅助人角色多重之弊

根据 2018年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专家辅助人在庭上的辅助功能比较单一，即“就

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由于有关如何

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的规定比较模糊，该功能在审

判实践中大致有三种实现方式，从而使专家辅助人

有了三重角色：(1)貌似当事人的律师；(2)普通证人；

(3)具有鉴定人的身份。

(一)貌似律师的专家辅助人

在刑事案件中，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关系主

要体现为后者对前者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所谓的

“提出意见”，通常被理解为是针对对方(主要是控方)
鉴定人进行质证。对此，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 197
条第2款虽规定，“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

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但对专家辅助人应以何种

身份出庭，以何种方式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却语焉

不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由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的律师或检

察官对其进行询问，以反驳、质疑对方的鉴定意见。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4条第1款规定，“证人作证，

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

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

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

鉴定人发问。”从上述规定看，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和

证人属于同一类。对此，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

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216条第 1款进一步规定：

“向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发问应当分别进

行。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经控辩双方发问

表1 载有“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辅助人”“专家证人”称谓的刑事裁判文书份数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鉴定人

2725
9785
12922
15576
17614
17611
76233

有专门知识的人

10
41
56
69
127
129
432

专家辅助人

0
5
6
7
16
25
59

专家证人

2
14
16
21
31
48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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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审判人员询问后，审判长应当告知其退庭。”上

述规定表明，对鉴定人的发问，与对证人的发问是同

一个程序，适用同样的规定，并无特殊之处。例如，

在念斌案的终审中，念斌及辩护人“对证人、鉴定人、

侦查人员和专业人员分别作了询问”。在林森浩案

的二审中，辩护人“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在律师的引导下对鉴定意见进行了质询。在这种情

况下，专家辅助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

提出意见”，是通过申请其出庭的律师或检察官的发

问来完成的，这实际上使其充当了专家证人的角色。

第二种是，由专家辅助人直接对鉴定人进行交

叉询问。例如，在刘某某故意伤害案中，一审判决书

称：“庭审中，鉴定人出庭接受了专家辅助人的询问，

并作出合理解释，本案鉴定程序合法，不存在重新鉴

定的事由，故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又

如，在朱某、秦某2等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中，一审判

决书作出如下事实认定：“通过专家辅助人员向鉴定

人进行询问，如果炉内有漏点打开阀门能否发现漏

水，是否属于异常情况，鉴定人陈述有异常情况会被

发现。”在上述案件中，专家辅助人出庭向对方鉴定

人进行询问，显然属于交叉询问。在法庭质证程序

中，交叉询问本应由律师、检察官进行，在上述案件

中却莫名其妙由专家辅助人替代了。这一越俎代庖

的不当做法，目前还被某些地方司法机关以地方性

规范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2017年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等《关于刑事案件证

人、鉴定人及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规定(试行)》第 4
条第2款规定：“有专门知识的人经法庭许可，可以询

问当事人、鉴定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上述第二种做法，专家辅助人不仅僭越律师角

色，检察官职能被僭越的风险也始终存在。例如，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

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10条仍旧

笼统地规定，“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

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而未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要

在检察官的引导下才能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可以

想见，如同律师因不懂科学知识而拱手相让交叉询

问权，检察官也会因为不具备系统的科学知识而乐

见专家辅助人代替自己去询问鉴定人。但长此以

往，律师、检察官对鉴定人进行交叉询问的能力必将

逐步退化。

根据现代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在法庭审判中，专

家与律师、检察官扮演不同的诉讼角色，具有不同的

职能。专家(包括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本质上是具

有专门知识的专家证人，他们与具有直接知识的普

通证人一起，构成了法庭审判的信息源。让一部分

专家(专家辅助人)去询问另一部分专家(鉴定人)，等
于在法庭上让证人去询问证人，这势必造成诉讼角

色的混乱。相比之下，律师和检察官的角色是具有

法律专业知识，代表委托人参加诉讼的法律代理人，

或者代表国家、官方对犯罪进行追诉的公诉人。专

家辅助人之所以不能越过律师和检察官直接对鉴定

人进行询问，既是因为他们缺乏系统的法律训练，特

别是缺乏交叉询问这项需要经过培训和多年执业实

践才能系统掌握的法律执业技能，也是因为法庭上

有诉讼角色分工。由律师和检察官代理委托人参加

诉讼或代表国家出庭举证质证支持公诉，既能组织

己方证人向法庭进行陈述，又能运用交叉询问技巧

对对方证人进行盘诘，还能从维护委托人权益或国

家公诉权等方面提出如何适用法律的建议或意见。

因此，律师和检察官的诉讼角色，专家辅助人是无法

取而代之的。

(二)混同于普通证人的专家辅助人

相对于普通证人依靠“亲身知识”作证，专家证

人是依靠“专门知识”作证的特殊证人。根据意见证

据规则，普通证人一般不被允许提供意见证据，因为

这超出了其掌握的直接知识的范围。即使在某些情

况下允许其提供“外行意见”，其内容和范围也要受

到严格限制。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1条
“普通证人的意见证言”规定：“如果证人不是作为专

家而作证，其意见形式的证言限于：(a)合理地基于该

证人的感知；(b)有助于对该证人证言的清楚理解或

裁断争议事实；并且(c)不是基于规则第702条范围内

的科学、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显然，普通证人不得

就专门知识的问题提供意见证据，系因在直接知识

和专门知识之间有一条严格的界线。就专家辅助人

而言，其专家意见是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所允许的

证言形式，即意见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例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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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专家证人证言”规定：“因

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

人，可以意见或其他形式作证。”

在前述我国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

提出意见的两种做法中，第一种是由申请专家辅助

人出庭的律师或检察官对其进行询问，以反驳、质疑

对方的鉴定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专家辅助人实际

上在充当专家证人的角色。但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与

外行意见相对的专家意见规则，立法者对普通证人

和专家证人的区别尚无清楚认识。例如，在 2011年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曾将 1996年刑事诉

讼法第159条修改为第191条并增加一款：“公诉人、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

专门知识的人作为证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

意见提出意见。”应该说，草案中的这一规定有正确

的一面，即立法者意识到专家辅助人的身份是证人，

但它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认识到普通证人和

专家证人的知识来源截然不同；二是对如何“就鉴定

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规定得不具体，没有明

确专家辅助人应当在律师或检察官的引导下进行。

也许因为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述草案中的这一

规定最终未被采纳。

尽管专家辅助人应当属于不同于普通证人的专

家证人，但是，将专家辅助人视为普通证人的观念却

根深蒂固。将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出庭视为证人之

间的对质，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例如，2015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123条

规定：“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

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质”。在审判实践中，法院

组织专家辅助人、鉴定人当庭对质的案例也时而见

诸媒体。然而，对质作为审查普通证人证言可信性

的一种质证方法，能否适用于专家证人证言是值得

探讨的。首先，对于普通证人，针对证人的感知能

力、记忆能力、诚实性和叙事能力，“就事实争议问题

当面核对、质疑”，是对证人亲身知识的检验。但专

家证言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经过科学推论而形成

的意见证据，除诚实性外，对其他三种品质的检验，

对质形式的质证过程基本不起作用。比如，就感知

能力而言，专家在各自的实验室对检材进行科学观

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发现，这与普通证人看到、听

到的是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东西是不同的。在这种情

况下，让两位有不同发现并持有不同意见的科学家

当面对质来证明孰是孰非，虽然具有学术价值，但对

庭审事实认定却没有实际意义。其次，由于科学推

论具有创造性，即使同一领域的专家(鉴定人和专家

辅助人)依据相同的专门知识(科学原理和方法)进行

科学推论，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让专家辅

助人出庭与鉴定人对质，非但解决不了双方专家的

意见冲突，反而会使专家们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

且，任凭科学家们在法庭上就不同意见对质，将使法

庭变成辩论科学问题的学术论坛，不仅背离了审判

终局性的司法规律，也有违法院“仅仅服从法律”的

裁判宗旨。

(三)与鉴定人“藕断丝连”的专家辅助人

由于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本质上都是专家证

人，二者在知识结构、知识来源、证言的意见证据性

质等方面有很多共性，这造成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

中极难将二者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立法上的

例证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 197条第 4款规定：

“第二款规定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适用鉴定人

的有关规定。”“适用鉴定人的有关规定”，主要是指

第 194条的两款规定。该条第 1款规定：“公诉人、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

对证人、鉴定人发问。”依此类推，公诉人、当事人和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也可以对专家

辅助人发问。这种发问应当是本方律师(检察官)的
直接询问和对方律师(检察官)的交叉询问。该条第

2款规定：“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本款

也适用于专家辅助人，即法官也可以询问专家辅助

人。法官可以询问专家辅助人，是因为专家证人本

身就有辅助法官理解证据或裁断有争议事实的角色

功能。

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划分清

楚的例子更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 2014年林森

浩案的二审中，辩方专家辅助人在对控方鉴定人作

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之后，又对被害人的死因提

出了自己(实际上是辩方)的专家意见。然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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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人的“多此一举”，却突破了我国独具特色的鉴

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双轨制为二者划出的界限。

四、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双轨制

一般而言，中国的“鉴定人”加上“专家辅助人”

约等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之所以会形成这

种局面，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先后受到西方两大法

系相关制度的影响有关，它是对大陆法系职权主义

传统和普通法系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兼收并蓄的结

果。“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是由大陆法系国家及苏联的

鉴定制度借鉴演变而来，职权主义下法官对鉴定专

家相对信任的惯性驱使他们对鉴定意见敞开门户，

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与当事人主义、对抗制

诉讼息息相关，法官对专家证人秉持怀疑态度，谨小

慎微地做好‘科学证据’守门人之角色”。特别是

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在保留职权主义的同时，吸

收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因素，探索控辩式庭审方式改

革，这改变了以往法官包揽法庭调查的庭审方式，控

辩双方在庭审中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规定了交

叉询问规则等。但在科学证据领域，对抗制因素的

引进却相对滞后。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

化了鉴定人出庭作证与质证制度，并建立了与其配

套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这才在科学证据领域增强了

对抗制因素。与此同时，由于专家辅助人意见通常

不被当作法定证据种类，故又形成了鉴定人与专家

辅助人并立的双轨制。

(一)专家辅助人意见和鉴定意见的法律地位不同

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双轨制主要

是指，与民事诉讼中二者基本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法

律职责、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律地位有

不同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解释”对专

家辅助人的角色定位是：既可以就鉴定人作出的鉴

定意见提出意见，又能对专业(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

(民事诉讼法第79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22条第

1款)。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专

家辅助人的身份是专家证人，但专家辅助人实际上

是既能对鉴定人进行质证又能对专门性问题进行举

证的专家证人。“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23条第1款关

于“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

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质”的规定，则进一步把专家

辅助人与鉴定人质证的范围扩展至专家证人之间的

对质。总之，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鉴定人和专家辅

助人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鉴定意见+专家辅助

人意见”约等于科学证据，这就与普通法系的专家证

言极为相似了。相比之下，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7
条第2款只规定，“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

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

中，专家辅助人只能参与对鉴定意见的质证，而不能

对专业(专门性)问题进行举证。

这种双轨制带来的问题主要是，专家辅助人对

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的法律性质不明确。例如，在付

庭超故意伤害案中，上诉人付庭超及辩护人提出，

《专家会诊意见》系专家辅助人意见，不属于法定证

据种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夏某不具备证人资

格，其出庭陈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对此，重庆市

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专家会诊意见》系法医

学专家受侦查机关委托，针对被害人蒋某某受伤后

住院病历及照片等资料作出的文证审查类鉴定意

见，并非专家辅助人意见，夏某的出庭意见系鉴定

人员的出庭意见，经查证属实，可作为定案根据。……

该上诉、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这里，

法院关于“《专家会诊意见》系法医学专家受侦查机

关委托，针对被害人蒋某某受伤后住院病历及照片

等资料作出的文证审查类鉴定意见，并非专家辅助

人意见”的认定，并不是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84条关于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规定作出的裁定，而

不过是基于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律性质不明确而

作出的武断之论。法院没有说明其排除辩方专家

辅助人意见的正当理由，即为什么侦查机关委托的

专家得出的会诊意见就可以是“鉴定意见”，进而可

以作为证据予以采纳，而被告方委托的专家提出的

意见却只能是“专家辅助人意见”，从而不被采纳。

由此可见，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意见和鉴定意见

的法律地位不平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鉴定意见

多出自拥有公权力的侦查机关，专家辅助人意见则

多出自辩护方。因此，废除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

双轨制，对于重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等也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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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林森浩案看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律性质

之争

尽管法律规定专家辅助人只能针对鉴定意见提

出意见，但这不可能完全阻止专家辅助人提出自己

对专业问题的意见。例如，在林森浩案中就出现了

这样的情况。在一审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

指控：被告人林森浩与被害人黄洋同为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他们自 2011年 8月
起住在该校同一寝室，但关系不和；2013年 3月中

旬，黄洋在该校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成绩名列前

茅，林森浩却因故未报考；3月 31日，林森浩从实验

室取出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的试剂，趁寝室内

无人，将其注入室内饮水机；4月1日上午，林森浩与

黄洋同在寝室内时，黄洋从饮水机中接取并喝下被

林森浩注入了二甲基亚硝胺的饮用水后中毒，经医

院抢救无效于4月16日死亡；经鉴定，黄洋因二甲基

亚硝胺中毒致肝脏、肾脏等多器官损伤、功能衰竭而

死亡。被告人林森浩辩称，他只是出于愚人节作弄

黄洋的动机而实施投毒，并无杀害黄洋的故意。辩

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不持异议，

但提出林森浩系间接故意杀人，且能如实供述罪行，

建议依法从轻处罚。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是：被告

人林森浩为泄愤投毒故意杀人，致被害人黄洋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没有杀人故意的

辩解及辩护人关于林森浩属间接故意杀人的辩护意

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依法判处被告

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不服判

决，提起上诉。2014年 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对林森浩案进行二审时，鉴定人对黄洋死因提出的

鉴定意见为：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

引起急性肝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辩方专家辅

助人法医胡志强出庭本应仅对该鉴定意见提出意

见，但其却提出黄洋死因是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致急性肝坏死、多器官衰竭的专家辅助人意见；并强

调根据目前的病理检测报告，认定黄洋中毒致死缺

乏依据，确定其是特定二甲基亚硝胺中毒，是不客

观、不科学的。检察官对该专家辅助人意见提出质

疑，认为胡志强的结论主要依据的是文书、报告等，

他并没有参与尸体解剖。法官当庭裁定，专家辅助

人所说的内容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意见，

应属于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意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

依据。

林森浩案二审法院未采信专家辅助人意见，引

发了对专家辅助人意见之法律性质的激烈争论。归

纳起来，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1)仅作为一种质证方

式；(2)可作为鉴定意见；(3)可作为证人证言。

第一种观点最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但也最不合

理。根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7条第2款，专家辅

助人出庭的任务仅限于“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

提出意见”。因此，林森浩案二审法官以其应属于对

鉴定意见的质证意见为由，排除了胡志强的专家辅

助人意见，不能说不是对上述法律规定的正确适

用。但是，这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将专家辅助人意

见限定为一种质证方式，容易混淆专家辅助人与律

师、检察官的角色分工；二是将专家辅助人意见局限

于弹劾目的，使得专家辅助人意见即使被法庭采纳，

也顶多导致相关鉴定意见不被采信，而这严重限制

了专家辅助人意见本可以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

用。再者，这种观点及其背后的法律依据本就造成

了专家辅助人意见和鉴定意见在法律地位上的天然

不平等，并不具有合理性。

第二种观点将专家辅助人意见视为鉴定意见，

等于否定了为现行法律所认可的专家辅助人与鉴定

人的双轨制，这也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专家

辅助人意见和鉴定意见的不同生成机制；二是无法

回避专家辅助人是否有资格提出鉴定意见的问题。

正如林森浩案二审中检察官所提出的质疑——专家

辅助人胡志强的结论主要依据的是文书、报告等，其

并未参与尸体解剖——专家辅助人既然没有进行鉴

定，其意见何以有资格与鉴定意见得到同样的对

待？言外之意，专家辅助人意见只能是事实认定的

一种参考，顶多引发重新鉴定，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根据。

第三种观点将专家辅助人意见视为证人证言，

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最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

虽然专家辅助人本质上是一种证人，但一定要明确，

有两种不同的证人：一种是普通证人或目击证人，是

对于案件事实有直接或亲身知识的人，其只能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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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感官觉察到的情况作证，而不能提供意见证据；另

一种是专家证人，如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等，其可以

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或技能提供专家意见。如果不

能明确上述区分，就会出现前文述及的让专家辅助

人出庭与鉴定人对质的不当做法。

关于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律性质之争，从根源

上说，是由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

双轨制造成的。虽然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都是作为

专家参与诉讼，但由于法律地位上的差异，最终导致

两者的意见在证据效力上也产生了明显差异。从学

理上说，科学证据最终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关键在于

是否具有可靠性和科学性，而不在于是由“具有法定

资质”的专家(鉴定人)作出，还是由控辩一方聘请的

专家(专家辅助人)作出。否则，就会出现如下奇怪的

现象：同一名专家，当他以鉴定人的身份得出专业意

见时，其意见可以成为证据且往往被法官采信；而当

他以专家辅助人的身份得出专业意见时，其意见却

无法成为证据且常常不被法官采信。这种奇怪的现

象主要根源于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法律地位的不平

等、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意见证据效力的不平

等。要根除上述现象，唯有废除双轨制。由此，专家

辅助人的角色定位、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律性质也

能得以明确。

五、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转变的趋势及其可

能带来的问题

(一)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转变的趋势

目前，从法律实务界特别是审判机关方面可以

看到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转变的趋势。比如，

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

庭调查规程(试行)》第 26条规定：“有专门知识的人

可以与鉴定人同时出庭，在鉴定人作证后向鉴定人

发问，并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对案件

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和“向鉴定人发问”并列，

显然突破了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 192条第 2款关于

专家辅助人仅能“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

见”的限制。也就是说，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范围不再

限于只针对另一方(主要是控方)的鉴定意见，还扩大

到其他专门性问题。在上述规定中，“向鉴定人发

问”，是参与质证；“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意

见”，则是举证。当然，该规定未明确专家辅助人对

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之后是否可以接受对方质证，

以及在接受质证后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不

过，根据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 61条“证人证言必须

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

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

第 197条第 4款“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适用鉴定人

的有关规定”的规定以及第 192条第 3款“经人民法

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

定案的根据”的规定，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

论：专家辅助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后，

也应该接受对方的质证；经质证的专家辅助人意见，

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上述规定出台的意义在于，专家辅助人和鉴定

人在刑事诉讼中将逐步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专家

辅助人意见和鉴定人意见将逐步具有同等的证据效

力。如果能够实现上述两个同等，专家辅助人意见

就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的专家证言

十分相似了。尽管这只是一种趋势，尚未成为全面

的制度实践，但它确实有助于终结具有过渡性质的

双轨制，从而适应“事实认定科学化”的时代需要。

对此，有学者认为，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突破立

法所规定的“质疑鉴定意见”的要求，并“没有带来法

庭的失控，而是更多地服务于公检法查明案情的需

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与鉴定人制度并行的

专家辅助人制度，只是解决目前律师对鉴定人进行

交叉询问整体能力不足的一种过渡性安排。从长远

看，随着专家辅助人的身份转变为专家证人，鉴定人

的身份也会进一步明确为专家证人。这意味着，鉴

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双轨制终将被打破。

(二)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转变可能带来的问题

1.对专家证言可采性规则的完善提出了新要求

在专家证言的可采性问题上，法官需要发挥对

科学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的“守门人”作用。结合我国

的具体情况，这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在可采

性标准的设置上，为打破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双

轨制，需要将专家辅助人意见和鉴定意见一起纳入

法定证据种类。这一立法变动有两种选择：(1)将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 50条规定的第六种证据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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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意见”，过渡性地修改为“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

人意见”；(2)借鉴国外经验，一步到位将其修改为“专

家证言”或“专家意见”。其次，为专家意见可靠性的

审查设置更加严格的标准。在林森浩案的二审中，

专家辅助人就被害人死因提出的意见之所以未被法

官采纳，除了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意见的

形式要求外，显然还受到了二审中检察官提出的该

专家辅助人未参与尸体解剖的异议的影响。对此，

有学者提出将非鉴定专家从“有专门知识的人”中区

分出来，并认为“我国的非鉴定专家兼具专家辅助人

和专家证人的双重特征”。但也有学者认为，“相较

于鉴定意见的作出流程及最后成文，专家辅助人意

见带有更大的随意性”，不宜将二者等同。

实际上，对于专家辅助人或非鉴定专家不做鉴

定，其意见却能与自己作出的鉴定意见平起平坐，不

只中国的鉴定人不服气，在国外如美国也遭受了强

烈质疑。的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并没有

要求专家必须做鉴定才能提供专家证言，但是，专家

证言是否基于鉴定检验而作出，其可靠性程度可能

大不一样。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联邦证据规

则》起草咨询委员会委员卡普拉近期建议，将规则的

第702条修改为第702(A)条“专家证言的一般规定”，

再起草一个第 702(B)条“法庭科学专家证人”。第

702(A)条将照抄现在的第 702条：“因其知识、技能、

经验、培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意见

或其他形式作证。但须符合下述条件：(a)该专家的

科学、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将辅助事实裁判者理解

证据或裁断有争议的事实；(b)该证言是基于充足的

事实或数据；(c)该证言是可靠的原理和方法的产物；

并且(d)该专家将这些原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案件

事实。”在这个关于专家证言可采性的一般规定中，

第一项条件是相关性要求，第二至四项是可靠性要

求。专家证人只要拥有与作证事项有关的知识、技

能、经验、培训或教育等资质，便可以意见或其他形

式作证，对于其是否做过鉴定则无特别要求。建议

增设的第702(B)条拟规定：“如果一位证人将基于一

项法庭科学鉴定而作证(用于确定一个证据样本是

否与一个来源样本相似)，该证据提出者除满足第

702(A)条的要求外，还必须证明如下内容：(a)该证人

的方法是可重复、可复制的，并且是准确的——由适

于其预定使用条件下的实验研究所表明；(b)该证人

具有可靠地应用该方法的能力，并实际上可靠地运

用了该方法；并且(c)该证人准确地陈述这些样本之

间的相似或匹配的证明力(含义)。”如果作此修改，

则第 702(B)条对控辩双方的专家证人都将适用，双

方专家都必须在从事司法鉴定检验的前提下提出专

家意见，并在出庭作证时对自己(对方)使用的鉴定检

验方法的可重复性、可复制性、准确性，可靠应用该

方法的能力并且实际上可靠地运用了该方法，以及

检测样本之间的相似或匹配的证明力的准确描述等

问题，进行证明(反驳)。不过，要求双方专家都基于

鉴定提供专家证言，这给控辩双方如何进行检材分

配等事项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刑事诉讼来说，还涉

及辩方获得鉴定基础性材料的权利问题。

上述关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相关规定的修改

建议，对于我国的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制度改革也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702
条的功能相似，“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84条有如下规

定：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

律、有关规定，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

业的规范要求，鉴定意见是否明确，鉴定意见与案

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随着我国鉴定人和专家辅

助人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上述规定也要作必要的

调整。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将专家辅

助人意见也纳入审查范围，将相应表述修改为“对

专家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并将其中的“鉴

定意见”均修改为“专家意见”。同时，将审查“专家

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列为审查内容的第

一项，以突出相关性才是科学证据的根本属性。二

是由形式方面的审查转向专家意见的可靠性审查，

适当区分专家意见的一般规定与鉴定检验专家意

见的特殊规定。在特殊规定中强调，在平等获得检

材并从事鉴定检验的前提下，参与质证的鉴定专家

必须和参与举证的鉴定专家一样，采用具有可重复

性、可复制性的实验方法，并准确陈述这些样本之间

的似然率。

2.对如何保障专家证人的中立性提出了挑战

有学者认为，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符合我国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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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制度改革的体系化方向，可以“彰显专家制度的

‘权利逻辑’，矫正过度权力化倾向”，但其又担心，英

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内生性缺陷，特别是专家证

人的党派性会使专家证人容易被滥用，造成诉讼上

的不平等。因而其提出：“我国刑事专家制度的体系

化方式，需要在诉讼结构上，坚守中立且带有职权色

彩的鉴定人制度；在程序层面，借鉴专家证人制度以

完善、改造当前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从而建立鉴定人

制度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双轨制模式”。对于上述

观点，笔者赞同该学者关于刑事专家制度改革的体

系化方向是以“权利逻辑”矫正“过度权力化倾向”的

判断，但认为其切分诉讼结构和程序层面，主张建立

鉴定人制度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双轨制模式的结

论，值得商榷。

首先，有学者指出，当代普通法系专家证人之所

以带有党派色彩，“问题的根本不是专家证人本身，

而是使用专家证人的方式”。一是在证人获得阶段，

律师从专家群体中挑选合适的专家并向其支付大量

甚至巨额报酬；有时，对于找到的不利于己方的专家

证人会抢先雇佣，以避免其为对方所用。二是在证

人准备阶段，律师对专家进行“训练”，二者密切合

作、相互依赖。三是在专家证人出庭作证阶段，律师

控制了专家作证的内容，专家证言被限定为“回答律

师提出的假设性问题”，这使得专家证言常常无法呈

现出其了解的案件真相。四是在交叉询问过程中，

律师“对专家证人的可信性及其出具的专家意见进

行猛烈的攻击”，从而使专家名誉受到极大损害。

如果我国能够改进专家证人的使用方式，特别是在

使用专家证人的过程中避免过度的对抗化甚至陷入

为对抗而对抗的境地，专家证人的中立性、专家证言

的科学性就能够得到保障。

其次，如果认为职权色彩的鉴定人制度和当事

人主义对抗式的专家证人制度各有利弊，前者体现

的是“权力逻辑”，后者体现的是“权利逻辑”，就不应

留恋二者并驾齐驱的双轨制模式。因为，如前文所

分析的，这种双轨制模式造成的专家制度过度权力

化、不同专家法律地位不平等等弊端，已经到了非解

决不可的地步，而推动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的角

色转变，就是解决这些弊端的一个有效途径。

3.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规则的贯彻

我国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的角色转变，会对

法庭审判中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的生态环境产生重

要影响。

首先，专家辅助人回归其专家证人本色后，会从

根本上解决庭审角色混乱、询问规则特异化的问

题。在林森浩案的二审中，专家辅助人出庭发表总

的意见和理由后，辩护人、公诉人、诉讼代理人以及

法官先后对其进行询问；在专家辅助人退庭后，鉴定

人出庭，在公诉人提问的指引下，针对专家辅助人对

鉴定意见的质疑进行反驳，并接受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被告人的询问。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相互询问

模式，但有学者受制于专家辅助人与鉴定人的双轨

制思维，认为“这种安排很容易让人认为该阶段法庭

调查的对象和重点是专家辅助人的意见，而不是鉴

定人的鉴定意见”，并就此提出了专家辅助人出庭质

证的顺序规则：(1)专家辅助人针对鉴定意见发表意

见；(2)专家辅助人对鉴定人发问；(3)经辩护人申请和

法庭许可，专家辅助人可以对负责物证提取、保管、

送检的侦查和技术人员进行发问；(4)公诉人、鉴定人

可以对专家辅助人进行反询问；(5)合议庭法官可以

对专家辅助人进行发问；(6)上述质证程序进行完毕，

法官宣布专家辅助人、鉴定人退庭。上述规则的特

异性在于，它仍然是按照传统的专家辅助人角色设

计的，所体现的仍然是专家辅助人角色的多重性，以

及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双轨制的特征，即在同一场

庭审中，专家辅助人有时扮演向鉴定人、侦查人员、

技术人员发问的“律师”角色，有时扮演发表专家意

见、接受公诉人和鉴定人反询问以及法官询问的“证

人”角色。而且，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所具有的专门

知识是高度专业的科学知识，让他们互相发问，不仅

在法庭上难以对质证过程进行法律规范，也僭越了

律师、检察官的诉讼职责。实际上，只要承认鉴定人

和专家辅助人的专家证人角色，检察官、律师便可以

按照控辩双方专家证人的举证、质证顺序，正常适用

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的一般规则，而无须把专家辅

助人的出庭质证规则搞得那么复杂、特异。

其次，随着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的角色转变，

对科学证据的质证和认证重点将转向相关性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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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审查，鉴定人将和专家辅助人一起回归专家证人

本色。虽然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对鉴定人履

行出庭作证义务作了规定，而且从下表2的统计数据

看，近年来我国鉴定人出庭占通知出庭的比例达到

了 97%以上，但总共近 1.5万人次的鉴定人出庭数，

与以百万计的司法鉴定业务量、刑事案件量相比，占

比还不到1%。不过，随着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专

家证人角色逐步确立，未来在通知鉴定人出庭的问

题上，法院可以在决定权方面更多尊重当事人的意

见和申请，逐渐减少由于法官认为“没有必要”而不

予通知出庭作证的情况出现。

4.律师、检察官如何适应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

人的角色转变

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主要缺陷，是让作为科

学专业人士的专家代替律师、检察官对鉴定人进行

询问。因此，要让专家辅助人回归专家证人本色，关

键是要让律师、检察官担当起对科学证据进行交叉

询问的重任。

首先，专家辅助人僭越律师、检察官的诉讼角色

和职责，其危害性是双重的。一方面，会使律师、检

察官怠于分析鉴定意见，降低其在科学证据问题上

的业务能力。另一方面，从专家中立性、科学性的要

求看，专家辅助人承担律师的角色对鉴定人进行询

问，有沦为“枪手”的危险。因为，与专家的中立性和

科学性身份不同，“律师是可以有倾向性的，全力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如果专

家也像律师一样的话就非常危险了。”允许专家顶

替律师的部分职能，会使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剧。其

一，由于专家出庭是代替律师发问，其收费标准的依

据将会出现错乱，从而更加强化专家证人的党派

性。其二，专家辅助人出庭对鉴定人进行询问，旨在

证明其鉴定意见存在瑕疵或错误，于是，能否对鉴定

意见提出实质挑战就会反过来影响专家辅助人的专

业声誉，这会激励其形成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加

对其进行职业伦理约束的难度。

其次，律师、检察官应主动提高自身对专家意见

进行质证的能力。其实，在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

过程中，律师、检察官被专家辅助人顶替的大部分职

责，都可以通过相关培训或者通过发挥专家辅助人

的庭外辅助功能而得到律师、检察官的妥当履行。

例如，在林森浩案中，辩方律师就是通过咨询有关专

家发现了鉴定意见中存在的疑问。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运用专家辅助人对专门性问题的证据材料

进行审查，或者开庭前聘请专家辅助人协助公诉人

对专门问题进行审查，以及制定讯问计划和质证方

案等准备工作的做法，也为律师对鉴定意见进行审

查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从长远看，应当在法

律教育和培训中适当增加法庭科学课程，从根本上

增强法律人对科学证据的质证能力。

最后，律师、检察官应当努力使对专家意见的交

叉询问成为一种受法律理性控制的质证过程。在刑

事诉讼领域，律师、检察官无疑要比科技专家更擅长

司法证明。由律师、检察官对专家意见进行交叉询

问，其长处在于，他们可以充当专家与法官之间的桥

梁，并将对专家意见的质证纳入案件整体的证明框

架和策略。这有利于法官理解科学证据并裁断有争

议的事实，而不是将对专家意见的质证拱手让给专

家，使其变成一场充斥着科技术语的专业知识争

论。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让专家辅助人对鉴定人

进行询问的做法，不仅会让双方专家陷入直接冲突，

表2 鉴定人出庭情况统计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鉴定总业
务量(件)
1505869
1675423
1855429
2088547
2131578
2273453

鉴定人
出庭数(人次)

14983
16351
16301
17485
20144
14691

接到出庭
通知数(次)

17867
20152
14917

鉴定人出庭
占通知出庭的比例

97.86%
99.96%
98.48%

鉴定人出庭
占总业务量的比例

0.9950%
0.9759%
0.8786%
0.8372%
0.9450%
0.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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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法庭审判变成科学论坛式的专业论战，还会加剧

“专家难找，愿意出庭的专家更难找”的困局。因

此，随着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的角色转变，由律

师、检察官根据己方的案件整体证明框架和策略对

专家意见进行质证，可以使科学证据的质证过程更

加受控于法律理性。从普通法系的实践看，要求律

师对专家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并不是要求其必须在

专业性上胜过后者。“一般来说，进行交叉询问的律

师，如果想要在专业上和专家证人一较长短，这是

很愚蠢的事。在专家证人的专业领域里和他进行

冗长的交叉询问，后果通常会不堪设想……这种交

叉询问几乎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结果。”总之，律

师、检察官通过法律理性对专家意见的质证过程进

行控制，是其避免法庭审判陷入科学专业论战的职

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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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Evolution from Expert Assistant to Expert Witness in Criminal Cases in China

Zhang Baosheng Dong Shuai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the role of an expert assistant is multifaceted, somewhat
similar to a lawyer, and somewhat similar to a witness. Views on the nature of an expert assistant also range from "a
cross-examination method", "forensic expertise" to "witness testimony". This confusion regarding the role of an expert
assistant has not only resulted in the unique "dual-track system" of forensic examination and expert assistant, but also
led to difficulties in deciding the reliability of an expert assistant’s opinions in trial. Recent regulations on expert
assistant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ve shown a trend of evolution of the role of expert assistant towards
that of expert witness. The core requirements of this evolution include, firstly, achieving the e-qual litigation status of
forensic examiner and expert assistant and the equal testimonial status of their opinions in the sense of expert testimony；
secondly, giving the duty of cross-examination, which has been unreasonably imposed on expert assistants, back to
lawyers and prosecutors；and third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lawyers and prosecutors to cross-examine scientific-
evidence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judge’s role as the "gatekeeping"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o as to help lawyers and
prosecutors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needs of "scientization of fact-finding".

Key words：forensic examiner; expert assistant; expert witness; scientific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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