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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审判工作的内在因素，“判例”的概念尽管没有出现在我国制定法之中，但就实际情况而言
，其法源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不夸张地说，如果抽掉判例，所谓“司法”也只能是徒有其名。
在世界各国，尽管判例的法源地位有所差异，但作为法律渊源的一种形式，其作用越发重要。
同时，判例涉及法律的许多领域，是法学研究的整体性问题，不仅各部门法学对其关注，同时也是法
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不可否认，法学各学科对判例问题的研究进路和分析方法，各有特色和擅长。
但由于法理学是法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法学方法论，故它对判例问题的研究进路和分析方法，与
部门法学有所区别，是判例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
　　法理学是有关判例的一般理论。
判例的一般性问题是指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诉讼法等在内的整个法律
体系，以及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判例制度及其各个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法理学是从宏观、整体的方面来研究判例现象的，而不是从微观的、局部的角度研究判例问题。
从法理学的角度对判例所进行的分析，不同于部门法学的个案式、局部性研究，而是包括了各法律部
门判例的综合把握；它的眼光不只盯着某一国家、某一时段的特殊判例现象，而是覆盖了古今中外各
色判例的全景式观照。
当然，在一般的基础上还是有其重点的，无疑地我们的眼光还是聚焦于当下中国的判例问题。
　　法理学是有关判例的基础理论。
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判例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法理，是一座亟待开发的理论“富矿”。
作为法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法理学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法理学提供的不是判例的具体的、零碎的知识，而是诸如判例的概念、判例的价值、判例的效力、判
例运行的规律等深层次的基础理论。
法理学就是通过总结和归纳判例的法理和机理，为判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理论基础，为判例制度
的运作、判例技术的使用提供理论指导。
　　法理学也是有关判例的法学方法论。
法学是一门实践理性，法理学也不例外，其使命不仅在于认识和理解判例现象，为人们提供判例的理
论、思想，还在于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为人们认识、运用判例提供手段、工具。
就像学游泳、学驾车一样，在判例教学中，光有理论知识，没有实际操作，只能是纸上谈兵。
判例技术是学来的，更是习得的。
正如卡多佐所言：“方法论给予我们的钥匙，不会因为我们转一转手就能把奥秘揭开。
或许，与其说它是一把钥匙，不如说只是一个线索、一种我们若想攫取其本质优点就得亲自动手加以
培养的东西。
”关于判例的知识和技术，只能在实践中、运用中，才能获致且得到不断的提升。
在判例教学中，通过仔细观摩法院将同一法律规定具体适用于不同的案件事实，培养学生们区分各种
不同的法律后果，即便这些法律后果之间仅存在些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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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判例是审判活动的内生因素，抽掉判例的司法运作过程，是不可想象的。
面向实践、关注审判的法理学，必须认真对待判例。
判例中蕴涵着丰富的法理，是一座亟待开发的理论“富矿”。
作为法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法理学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法理学通过总结和归纳判例的法理和机理，为判例制度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为判例制度的运作、判
例技术的使用提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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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案例数量逐渐增多。
从1985年起在《公报》上公开发布案例。
先是季刊，后为双月刊，从2004年起改为月刊。
1985年第1期的《公报》刊出了4个典型案例，其中2个刑事案例：“樊明、刘希龙故意杀人、强奸案”
、“苏锋故意杀人案”；1个民事案例：“廖昌颐与廖抡万房产纠纷案”；1个经济案例：“南京市江
浦县工程塑料厂与本厂成型车间承包合同纠纷案”。
从1985年到1998年的11年间，《公报》为季刊，每年发行4期。
1985年登载了8个刑事案例、4个民事案例、2个经济案例，1个海事，计15个案例。
1993年登载了5个刑事案例、7个民事案例、5个经济案例，3个海事案例，2个行政案例，计22个案例。
从1999年至2003年的5年间，《公报》为双月刊，每年发行6期。
例如，2003年登载了7个刑事案例、18个民事案例、7个行政诉讼案例，计32个案例。
2004年以来，《公报》从过去的双月刊改为月刊，选用的案例数大幅增加。
2006年登载的案例为60个。
这为了解裁判规范、预测裁判发展趋势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案例材料。
　　4.增加“审判长简介”。
特别是“裁判文书选登”，还设有审判组织的成员名单，特别是“审判长简介”栏目，对审判长的出
生年份、受教育状况、曾任职务以及现任职务等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
例如，“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大庆市人民政府债务纠纷案”的合议庭成员为：“审判长
纪敏审判员冯小光代理审判员关丽”；“审判长简介”部分：“纪敏高级法官：1947年出生，大学本
科学历，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庭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这种做法，鲜明地突出了法官的个性，使法官由幕后走向台前，并且读者基于法官的个性因素分析
其审判行为特征，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裁判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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