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行政诉讼证据 

一、行政诉讼证据概述（★） 

行政诉讼证据，是指行政诉讼中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所有材料。 行政诉讼证据应当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

合法性等属性。 

行政诉讼的法定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笔

录和现场笔录。 

1.书证 

书证，是指以其内容、文字、符号、图画等来表达一定的思想并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1）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

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 

（2）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

后加盖其印章; 

（3）提供报表、图纸、会计账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书证的，应当附有说明材料; 

（4）被告提供的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

人、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 

2.物证 

物证，是指能通过其存在的外形、规格、质量、特征等形式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 

（1）提供原物。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

其他证据； 

（2）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提供其中的一部分。 

3.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指能通过录音、录像、计算机储存等反映出的声音、影像或其他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资料。 

（1）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 

（2）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 

（3）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4.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是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证据形

式。 

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

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 

5.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就其亲历的真实情况向人民法院所作的与案件有关的

事实表达。 

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6.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就其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口头或者书面叙述、说明

或解释。 

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是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包括承认、反驳等内容。 

7.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是指由鉴定部门指派具有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从

而形成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意见。 

（1）鉴定意见可以由当事人提供，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指定或委托法定鉴定部门提供。 

（2）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意见，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

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

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意见，应当说明分析过程。 

（3）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①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的； 



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③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 

④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有缺陷的鉴定意见，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式解决。 

8.勘验笔录 

勘验笔录，是指人民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对物品、现场等进行查看、检验后所作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记

录。 

人民法院勘验现场，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 

9.现场笔录 

现场笔录，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对现场情况所做的书面记录。 

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

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现场

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意】现场笔录应当由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制作，不能事后补作，并应当由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在可能的

情况下还应当由在场证人签名或盖章。 

 

【例题-单选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及有关规定，行政诉讼法定证据种类的形式不包括（）。 

A.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 

B.电子邮件、电子签名 

C.手机短信 

D.评论性证言 

答案：D  

解析：（1）选项 ABC ：行政诉讼法定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

述、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电子数据，是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

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证据形式。 

（2）选项 D：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行政诉讼证据的收集、质证和审查认定（★★） 

（一）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收集 

被告收集

证据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 

【补充证据】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原告或者

第三人提出了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 

法院收集

证据 

【主动调取】（1）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2）涉及依职权

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注意】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申请调取】（1）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3）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 

证据保全 证据可能灭失或难以取得，对证据采取保全措施(如查封扣押、拍照、录音等)，应当在举证

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二）行政诉讼证据的质证 

只有经过庭审质证和审核认定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例外】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无须质证 

(三)行政诉讼证据的审查认定 

审查认定 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 

【注意】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

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直接认定证据 ①众所周知的事实； 

②自然规律及定理； 



③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④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 

⑤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 

⑥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或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证明效力 ①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②鉴定意见、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

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③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④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意见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意见； 

⑤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 

⑥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⑦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

利的证言； 

⑧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⑨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 

【注意】官方证据>民间证据，原件/原物/原始证据>复制件/复制品/传来证据，其他证

人>亲朋证人，出庭证人>未出庭证人，多个一致证据>孤立证据 

不予采纳 ①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③鉴定意见错误、不明确或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