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司法鉴定因其专业性和权威性被誉为 “证据之王”， 对保证司法公正、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市司法鉴定行业总体规范有序， 但也存在

准入门槛低、 执业能力参差不齐、 执业活动不规范和鉴定 “黄牛” 等突出问题， 亟需规范执业和强化监管。 昨天 《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草案）》 （以下简

称 “《条例 （草案）》”） 提交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这也是这部司法鉴定领域的地方立法首次揭开面纱。 记者了解到， 本次立法按照 “活动全
覆盖、 对象分类管” 的原则， 将所有从事司法鉴定活动的机构和人员均纳入 《条例 （草案）》。 值得注意的是， 《条例 （草案）》 明确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

力度， 对本市存在鉴定 “黄牛” 揽案包案、 鉴定机构支付回扣承揽鉴定业务、 违规设点等突出问题， 设定了最高 5 万元罚款的罚则， 着力打击司法鉴定乱象，

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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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司法鉴定法规首次进行审议

司法鉴定人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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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 对于司法鉴定的费用问题常常备

受诟病。 业内人士指出， 各鉴定机构收费不统

一、 不公开、 不合理、 不规范。 有的根据案件

诉讼标的额收费， 有的鉴定费用甚至超过案件

诉讼标的额， 当事人难以承受。 有的当事人甘

冒败诉风险， 被迫放弃鉴定。 交通事故的伤残

鉴定一直是司法“黄牛” 最活跃的领域， 由于

人体损伤恢复的特殊性， 有周期性较长、 时间

跨度大等特点， 伤者对于司法鉴定的信息不对

称给了“黄牛” 活动的空间。

针对本市存在鉴定“黄牛” 揽案包案、 鉴

定机构支付回扣承揽鉴定业务、 违规设点等突

出问题， 《条例 （草案）》 专门规定了执业禁

止条款， 明确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不得

以支付回扣或者介绍费、 进行虚假宣传、 诋毁

其他同业机构和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司法鉴

定业务等， 着力打击司法鉴定乱象， 回应社会

关切。 记者注意到， 《条例 （草案）》 对司法

鉴定人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处 5万元罚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

题的决定》 对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

益造成重大损失、 骗取登记、 故意做虚假鉴定

等违法行为， 已经规定了责令停业、 撤销登记

等处罚。 《条例 （草案）》 结合本市实际， 细

化了若干违法行为情形， 明确了相应的行政处

罚措施。 对轻微违法情形， 规定由市、 区司法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给予诫勉谈话、 通报批

评等处理。 此外， 与信用管理制度相衔接，

《条例 （草案）》 还明确对被司法行政部门列入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个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实

行“一票否决”， 禁止其再次申请从事司法鉴

定业务。

本市还将加强信用管理， 增加管理透明

度。 《条例 （草案）》 明确， 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的基本信息、 失信信息和其他信息

纳入本市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和法律服务行业信

用信息平台。 《条例 （草案）》 还确立了司法

鉴定行业失信惩戒制度， 明确被撤销登记的司

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应当依法列入严重失

信主体名单， 并向社会公布。

同时， 本市还将规范司法鉴定收费行为。

按照不同鉴定项目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

调节价管理， 目录内的鉴定项目明确收费标

准， 未列入目录内的司法鉴定项目， 由司法鉴

定机构与委托人根据鉴定工作的成本、 难易程

度等因素协商确定。

在之前的调研中， 有业内人士反映在类

型化案件， 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中， 伤残等

级鉴定及三期鉴定的随意性较大， 重新鉴定

后改变结果的比例较高。 这与“司法黄牛”

对鉴定的干扰有一定的关系。 而目前司法鉴

定资质只有准入机制， 没有退出机制， 这也

是导致司法鉴定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加之有的鉴定机构能力有限， 提出的鉴定

意见模棱两可， 对关键性问题不能提出明确

的意见； 有的避难就易， 对有数个委托事项

中较易鉴定的问题作周详的论述， 对有一定

难度的问题往往一笔带过， 甚至根本避而不

谈； 有的仅有结论， 没有鉴定过程或详细分

析说明， 让司法鉴定的证据效力大打折。

为保障司法鉴定程序公正和鉴定意见科

学可靠， 《条例 （草案）》 参照司法部 《司

法鉴定程序通则》， 对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

鉴定人从事司法鉴定活动的具体程序作了明

确规定。 首先， 明确鉴定委托要求， 规定诉

讼活动中涉及“四大类” 鉴定事项的， 办案

机关应当通过本市统一的司法鉴定委托平

台， 在名册中随机抽选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

定； 涉及“四类外” 鉴定事项的， 办案机关

可以优先委托已通过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公告

的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其次， 明确委托

规范、 受理规范、 委托事项确认、 不得受理

情形等事项。 第三， 细化鉴定回避、 标准适

用、 鉴定记录、 鉴定时限、 鉴定意见书出具

以及文书补正、 终止鉴定、 补充鉴定、 重新

鉴定等程序和条件要求。 第四强调发挥司法

鉴定专家委员会作用。

据上海市司法局局长陆卫东介绍， 根据

当前工作实际将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定位为

内部专家咨询机制， 突出专家作用， 明确对

于特别疑难、 复杂、 特殊的技术问题以及有

较大争议的鉴定案件， 办案机关可以委托司

法鉴定专家委员会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条例 （草案）》 中还对措施创新倾注

了笔墨， 要求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提升监管实

效性。 《条例 （草案）》 提出， 建立司法鉴

定信息化监管制度。 通过对司法鉴定案件实

行统一赋码管理， 实现司法鉴定案件实施程

序、 鉴定材料保管、 检验检测数据保存、 鉴

定意见书形成等全流程监管， 从源头上规范

司法鉴定活动。

目前， 全市经市司法局审核登记的鉴定

机构共计 130家， 其中“四大类” 司法鉴定

机构 53家， “四类外”鉴定机构 77 家；经市

司法局审核登记的鉴定人共计 1645 名， 其

中“四大类” 司法鉴定人 702 名， “四类

外” 鉴定人 943名。近 5年，本市司法鉴定业

务年均增长 10%左右，2018 年， 全市共办理

“四大类”司法鉴定业务超过 11万件，同比增

加 12.24%，为服务诉讼活动有序开展和保障

人民群众鉴定需求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 市司法局积极推进司法鉴定管

理理念创新、 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通过组

织开展司法鉴定能力验证、 认证认可、 鉴定

质量检查， 全面加强司法鉴定事中、 事后监

管， 不断提高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能力， 还出

台了监管、 收费、 责任追究等方面的配套文

件并组织实施， 为地方立法积累了实践经

验。 目前， 本市司法鉴定行业总体规范有

序， 但也存在准入门槛低、 执业能力参差不

齐、 执业活动不规范和鉴定“黄牛” 等突出

问题， 亟需规范执业和强化监管。

2018 年， 市司法局开展司法鉴定行业

专项督查整治， 此次专项治理共对 52 家鉴

定机构和 720名鉴定人进行资格审查， 组织

专家对 65 家鉴定机构开展现场评查， 约谈

鉴定人 200 多人次、 审查鉴定卷宗材料

1020 份， 对经筛查疑似存在问题的 264 名

鉴定人， 通过书面考试和实务考核等方式，

进行执业能力审查并督促整改。 开展专项督

查， 清退司法鉴定机构受理点 33 个， 注销

鉴定人 93名。

《条例 （草案）》 按照上位法规定， 对从

事“四大类” 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机构、 司

法鉴定人实行登记管理， 明确、 细化了登记

条件和程序。 对于经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 由市司法行政部门编制名册并

公告。

《条例 （草案）》 在明确行政监管体制

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司法鉴定协会建设， 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自律管理、 业务指引、 职

业道德教育、 行业惩戒等方面的作用。 据

悉， 近年来， 上海市司法鉴定协会已对 20

余家鉴定机构及相关鉴定人员进行行业惩

戒， 对存在严重违规的案件， 移送市司法局

处理。

健全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制度

去年注销鉴定人 93人

完善司法鉴定程序规范

建立司法鉴定信息化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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