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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4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刑事证据学试题
课程代码:00370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涂在答题卡相应

的位置上(涂黑)。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依据《唐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这是《唐律》处理“疑罪”的一项补救原则。这

种制度是

A.罪从供定 B.众证定罪 C.罪疑听赎 D.罪疑听减

2.甲故意杀人案中,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除了其他证据外,还收集了下列材料,如果要认定

甲犯有故意杀人罪,下列材料中哪种证据具有相关性特征

A.甲写给被害人的恐吓信 B.甲在外欠了巨额债款

C.甲有吃喝嫖赌的恶习 D.甲在10年前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认识具有反复性,对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

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体现了

A.诉讼认识的相对性原理 B.诉讼认识的绝对性原理

C.诉讼认识的直接性原理 D.诉讼认识的层次性原理

4.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

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

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条规定反映的证据原则是

A.自由心证原则 B.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C.证据裁判原则 D.自由评价原则

5.遗嘱书以其中的签名笔迹证明是当事人的亲笔签名时,该笔迹属于

A.书证 B.物证 C.当事人陈述 D.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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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属于书证的是

A.事先约定的标记

B.盗版的法学教材

C.视频中显示的信号弹的颜色

D.鉴定人做出的被告人犯有精神病的鉴定意见

7.关于物证与书证二者的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二者都属于原始证据 B.二者都属于实物证据

C.二者发挥证明作用的角度相同 D.二者都不能使用复制品、复制件定案

8.对于证人证言概念的理解,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证人证言包括了被告人供述

B.证人证言包括听别人说的话转述的

C.单位、组织提供的“情况说明”也是证人证言

D.证人证言不经查证属实,也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9.下列不属于
∙∙∙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的是

A.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决定作用

B.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C.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D.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10.关于鉴定意见与证人证言,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证人证言只能由自然人提供,鉴定意见可由单位出具

B.证人证言和鉴定意见都应当接受法庭质证,查证属实

C.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人有时可以提供证人证言,但不能出具鉴定意见

D.证人和鉴定人应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证言和鉴定意见都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11.下列对鉴定意见特征的描述,错误
∙∙

的是

A.意见证据必须是书面意见 B.鉴定意见属于“意见证据”

C.鉴定意见是专家的判断性意见 D.鉴定意见可以是口头意见

12.公安机关在侦查林某贩毒案时,对林某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并对搜查过程中所获取的毒品

及其他有关物品进行扣押。有关本案的搜查,下列哪种说法是错误
∙∙

的

A.对搜查过程可以不制作笔录

B.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C.搜查的范围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住处、物品

D.搜查应当有被搜查人的家属、邻居和其他见证人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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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辨认笔录与讯问笔录的比较,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A.二者性质一样 B.二者记载的内容一样

C.二者都形成于案发以后 D.二者在参与人上,所解决的问题一样

14.犯罪嫌疑人赵某在被捕前给同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就如何处理盗窃物品问题的电话录音属于

A.物证 B.证人证言

C.视听资料 D.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15.关于证据理论分类的表述,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辩护证据不可能是直接证据

B.诉讼中被告人提出的证据都是直接证据

C.证人转述他人所见的案件事实都属于间接证据

D.一个客观与合法的直接证据可以单独认定案件主要事实

16.下列证据中,既属于原始证据,又属于间接证据的是

A.赃物的复制品 B.鉴定意见的复印件

C.被告人认罪的供述 D.证人听到被害人哭声的证言

17.属于直接证据的有

A.犯罪嫌疑人留在现场的脚印

B.被害人关于自己被邻居打伤的陈述

C.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的表情

D.犯罪嫌疑人从前有过类似的行为

18.甲乙两家曾因宅基地纠纷诉至法院,尽管有法院生效裁判,但甲乙两家关于宅基地的争议

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日,甲、乙因各自车辆谁先过桥引发争执继而扭打,甲拿起车上的柴刀

砍中乙颈部,乙当场死亡。对此,下列哪一选项属于免证事实

A.甲的身份状况

B.甲用柴刀砍乙颈部时精神失常

C.法院就甲乙两家宅基地纠纷所作出的裁判事项

D.甲用柴刀砍乙颈部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

19.下列各事项中,属于刑事诉讼中需要证明的是

A.预决的事实 B.众所周知的事实

C.司法人员职务上熟知的事实 D.案件中某些程序法方面的事实

20.马某因涉嫌聚众赌博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如果决定移送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则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应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证明程度

A.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B.能够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

C.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的证据 D.能够证明马某实施了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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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的涂“A”,错误的涂“B”。

21.根据英美刑事证据学的规定,当事人的品格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22.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3.5岁小男孩说:我爸爸把我抱起来以后,我看见他用打火机在提包里点着了火,把妈妈炸死

了,因为小男孩太幼小,所以他说的话不能作为证言。

24.侦查人员询问证人时,应当告知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

25.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可以强制出庭作证。

26.某公安机关法医鉴定室的法医王某一天下班途中,亲眼目睹了李某故意伤害案的经过。王

某既可以作鉴定人,又可以作证人。

27.物品、文件持有人及其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时,不得进行扣押。

28.从证据来源不同的角度,证据可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29.辨认笔录与证人证言都是言词证据。

30.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但也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31.法定证据制度

32.法律真实

33.口供补强原则

34.传来证据

35.严格证明

四、简答题(每小题7分,共35分)

36.简述被害人陈述的特点。

37.简述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

38.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出有罪判决的认定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简述“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的条件。

39.简述证人资格。

40.简述刑事证明标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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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述题(共10分)

41.论自由心证制度。

六、案例分析题(共10分)

42.  2023年6月22日午夜时分,在某中学的女生宿舍发生了一起凶杀案。15岁的初中学

生张某在睡梦中被人连砍3刀,当场死亡。十几天后,案子破获,凶手是张某的班主任30

岁的李某。警方查明李某曾多次以询问学生学习情况为由将胆小怕事的女学生张某叫到

办公室进行猥亵和奸污,后见张某即将毕业,怕事情败露,遂在学生即将离校的前一个晚

上,带改锥到女生宿舍撬开门,将张某杀死。警方收集的材料有:①在女生宿舍的灯管上提

取了李某的指纹。②案发几天后警犬对现场足迹的气味的辨认,三条警犬中有两条警犬认

定犯罪现场足迹上闻到的气味就是李某。③李某承认强奸杀人的口供。但李某后来对全

部供述予以否认,并说是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后说的,经检察院调查,认定侦查人员对李某讯

问时存在拷打的行为。④李某学校两个同办公室的老师对侦查人员谈到,曾经看到被害人

张某被李某叫到办公室。⑤撬门用的改锥。

回答以下问题:

(1)公安机关收集的口供、灯泡上的指纹、警犬认定等证据是否符合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

合法性,为什么? (3分)

(2)本案中公安机关收集了哪些直接证据,哪些间接证据,根据这些证据能否认定张某有

罪,为什么?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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