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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姓名： 刘立霞 所在部门： 法学系

性别： 女 现有职称： 教授

出生年月： 1967.10 导师身份： 硕士生导师

民 族：  学位： 博士

政治面貌： 九三学社 联系电话：  

学历： 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liulixia@126.com

毕业院校： 中国人民大学

现任职务：  

通讯地址： 秦皇岛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学习工作简历

 

基本教学信息：

本科教学信息

 

教学项目及获奖

 

研究生教学/研究生指导信息

学科及研究方向

 

硕士生教学/指导信息

http://wenfa.ysu.edu.cn/index.htm
http://wenfa.ysu.edu.cn/xygk.htm
http://wenfa.ysu.edu.cn/xyzd.htm
http://wenfa.ysu.edu.cn/xyxw.htm
http://wenfa.ysu.edu.cn/jxdw.htm
http://wenfa.ysu.edu.cn/jsxx.htm
http://wenfa.ysu.edu.cn/bkjx.htm
http://wenfa.ysu.edu.cn/yjspy.htm
http://wenfa.ysu.edu.cn/kxyj.htm
http://wenfa.ysu.edu.cn/xsgz.htm
http://wenfa.ysu.edu.cn/flss.htm
http://mpa.ysu.edu.cn/
http://wenfa.ysu.edu.cn/index.htm
http://wenfa.ysu.edu.cn/jsxx.htm
http://wenfa.ysu.edu.cn/jsxx/fxx.htm


 

博士生教学/指导信息

 

科研信息

在研项目信息

 

完成项目信息

1、主持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社区矫正中的人身危险性评估研究，9万元，在研；

2、主持2011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河北省社区矫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结项；

3、主持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项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结项；

4、主持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身危险性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1.1万元，以“优秀”结

项；

5、主持2009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重点项目：刑事和解中的人格调查制度研究，结项；

6、主持2009年河北省法学会研究项目：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的运用研究，以“优秀”结

项；

7、主持2008年燕山大学教材建设建设项目：证据法学，0.5万元，结项；

8、主持2008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项目：刑事人身危险性研究，0.5万元，以“优秀”结项；

9、主持2007年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格调查制度研究，0.25万

元，结项；

10、主持2006年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品格证据研究，3万元，结项；

11、主持2006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1.2万元，以“优秀”结

项；

12、主持2006年河北省劳动保障研究项目：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案件的取证研究，结项并获二等奖；

13、主持2004年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人证的真实性研究，0.2万元，2006年结项；

14、主持2004年燕山大学博士基金项目：人证论，5万元，结项；

15、主持2012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研究，0.3万元，结项；

16、主持2013年燕山大学教改项目：基于实践的《证据法学》互动式教学研究，0.5万元，结项；

17、主持2015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循证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0.5万元，在研；

1、作为第二主研人参加房保国教授主持的2004年河北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刑事被害人权利的程序保护

与救济，结项；

2、作为第二主研人参加韩兆柱教授主持的2004年河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我国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研

究，2006年结项；

3、参加何家弘教授主持的2002年中国社科基金项目：证人制度研究，2004年结项；

4、参加何家弘教授主持的200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科研项目：刑事审判与证据制度研究，

2003年结项；

5、参加何家弘教授主持的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项目：当代美国法律研究，2001年结项。



.著作《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2009年获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及第十三届河北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模糊理论在认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的运用”2009年获河北省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优秀论文一

等奖；

3．专著《证人证言研究》获河北省2006-2007年度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4．“完善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方法构想”，获北京市法学会刑侦分会第七次学术论文研讨会优秀论

文三等奖；

5．“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研究”，获秦皇岛市2002-2003年度第三界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6．“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相关性研究”，获2005年河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7．“和而不同：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关系引论”，获2005年全国法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优秀论

文二等奖；

8．“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判断人证真实性研究”，获2006年河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

二等奖；

9．“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案件的取证研究”，获2006年河北省劳动保障研究厅级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

10.“环境污染案件的法律问题研究”，获2006年河北省法学会经济法学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1.“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研究”，获秦皇岛市2004-2005年度第四界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12. 2008年被评为秦皇岛市优秀教师；

13. 2009年被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及河北省法学会评为第二届河北省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14.被河北省教育厅评为：2009年度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15. “关于完善检委会制度的思考”获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理论研究”优秀奖。

16.著作《人身危险性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2012年获第十三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7.《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合适成年人制度》，2012年获秦皇岛市第六届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

18. 2014年被评为首批“秦皇岛市市管优秀专家”。

专著/教材/专利信息

1．专著《证人证言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26．3万字；

2．主编《人身危险性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44.4万字；

3．主编《证据法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32万字；

4．主编《侵犯财产犯罪案件证据实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版，28万字；

5．合著《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26.5万字；

6．合著《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15.5万字；

7．参编《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1.5万字；

8．参编《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9万字；

9．参编《电子商务的法律与规范》，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万字；

10．参编《刑事审判认证指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2.1万字；

11．参编《现代企业制度》，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1.2万字；

12．参编《经济法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1.1万字；

13．参编《经济法教学案例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0.2万字；

14．参编《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示例与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3.5万字；



15．翻译《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9万字；

16．参编《当代美国法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1.9万字；

17．参编《合适成年人与刑事诉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0.9万字；

学术论文信息

1.“诱惑侦查在索贿犯罪中的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2.“以模糊视角审视性侵犯案件中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7期；

3.“从许霆案和刘涌案看人格与人身危险性”，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

4.“未成年人临时犯罪人格研究”，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09年第3期；

5.“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研究——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模糊综合评价为视角”，载《时代

法学》2009年第4期；

6.“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引入品格证据的原因”，载《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7.“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刍议”，载《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4月下；

8.“取保候审的风险评估与控制研究”，载《证据理论与科学——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4月；

9.“恢复性司法在监狱行刑中的运用”，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0.“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1.“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12.“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视角”，载《青少年犯罪问

题》2008年第4期；

13.“刑事诉讼撤销案件立法的缺陷与完善”，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4期；

14.“论我国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载《理论前沿》2008年第16期；

15.“取保候审中的人格调查刍议”，载《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6.“法学本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载《教学研究》2007年6期；

17.“品格证据在未成年被告人量刑中的运用研究”，载《证据学论坛》2007年第13卷；

18.“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缓诉制度中的运用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年第1期；

19.“论刑事诉讼中的婚姻关系特权”，载《燕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0.“对法律规则的反思”，载《法学家茶座》2007年第13辑；

21.“口供证据的法律真实性原则”，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4期；

22.“人格矫正在犯罪预防中的运用”，载《燕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3.“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

24.“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判断人证真实性研究”，载《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5.“论秘密监听制度的比较与权衡”，载《犯罪研究》2006年第5期；

26.“证人证言真实性研究”，载《燕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7卷；

27.“网络游戏虚拟财产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8.“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研究”，载《燕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9.“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第3期；

30.“口供证据价值功能的五项原则”，载《石河子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1.“刑事司法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3期；被2005年2月22日的《人民法院

报》及2005年4月7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以及《刑辩之苑》2005年第6期转载；



32.“证人制度改革纵横谈”，载《证据学论坛》2005年第九卷；

33.“惩治性骚扰：立法容易举证难”，载《检察日报》2005年7月19日；

34.“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相关性研究”，载《燕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5.“证人酬金问题析论”，载《求索》2005年第9期；

36.“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9日；

37.“完善我国电子监听的法律规范”，载《燕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9卷；

38.“和而不同：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关系引论”，载《全国法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优秀论文集》2005年

版；

39.“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5期；

40.“简析判断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方法”，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1期；

41.“利用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之基本原则探析”，载《现代法学评论》2004年第5期；

42.“论影响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真实性的因素”，载《燕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5卷；

43.“举证、质证、认证规则在一起合同案件中的运用”，载《中国诉讼法判解》2004年第2期；

44.“刑事诉讼中保障证人如实作证的程序构想”，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5.“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

46.“证人制度的实证分析”，载《证据学论坛》2004年第七卷；

47.“完善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方法的问题”，载《刑事侦查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1卷；

48.“盗车案件的侦查实务研究”，载《侦查论丛》2003年第一卷；

49.“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研究”，载《云南法学》2003年第1期；

50.“英美辩诉交易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载《岳麓法学评论》2003第5期；

51.“交叉询问规则研究”，载《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52.“论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报》2003年第3期；

53.“如何看待‘职业目击证人’证言”，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19日；

54.“从四方面审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载《检察日报》2003年4月16日；

55.“交叉询问要学会运用诱导性问题”，载《检察日报》2003年5月8日；

56.“证人证言的认证标准”，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报》2001年第2期；

57.“证据交换立法尚需细化”，载《中国经济时报》法律与经济版2001年5月8日；

58.“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构想”，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5期；

59.“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载《犯罪研究》2010年第1期；

60.“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合适成年人制度”，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

61.“论被害方谅解与死刑的限制适用”，载《燕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62.“河北省社区矫正的问题与对策”，被厅局级批示的调查报告，2011年12月；

63.“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法理转向”，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64.“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社会调查制度”，载《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3年第12期；

65.“循证刑事证明研究”，载《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年12月版；

66.“社区矫正协同检察监督研究”，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2期；

67.“运用大数据理论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1期；

科研获奖信息



 

社会信息

社会兼职/荣誉称号信息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河北省政府法制专家库专家；

河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法律专家咨询组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语言与证据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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