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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了：案例指导制度概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整体思考、案例指导制度的理论论证、案
例指导制度的实务操作、案例与判例的个案观察与域外经验、案例指导制度的地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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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泽林，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西南政
法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审判工作规范》、《法官行为规范》、《法院管理
规范》、《法律逻辑学》等专著。
发表《试论债权保全制度》、《青少年高科技违法犯罪的防范与治理》、《论依法治权》、《走有中
国特色的精英法官之路》等论文多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和应>>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本章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第二章 案例指导制度概论
一、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的探索与实践
二、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
本章附录
人民法院案例指导规范意见（专家建议稿）
第三章 案例指导制度的整体思考
关于建立和完善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几个问题
从案例指导实践看案例指导制度的三个问题
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建立有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
第四章 案例指导制度的理论论证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为例
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其障碍排除
论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统一
逻辑还是经验？
--从解释学角度看我国建立案例制度的必要性
从案例指导现状谈案例指导主体的界定
第五章 案例指导制度的实务操作
论指导性案例的运用
指导性案例编选的标准
指导性案例的内容与格式
第六章 案例与判例的个案观察与域外经验
晨光初现的正当程序原则
判例在厘定德国公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分析--成文法国家中判例法的意义追问
知识产权案例对审判的指导意义
第七章 案例指导制度的地方视角
河南省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情况
郑州市两级法院探索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构建案例指导制度之逻辑起点：对司法不统一的原因分析
案例指导制度的定位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与思考
论案例指导制度具有的价值和作用
本章附录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实行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规定（征求意见稿）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和应>>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关于实行先例判决制度的若干规定
“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统一研究”课题组河南调研综述
“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统一研究”课题组福建调研综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和应>>

章节摘录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为，为了维护案例的权威性和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发布案例只能实行一元化，不能实行多元化
，即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发布，如同司法解释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统一作出一样。
发布案例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如果不是只有最高人民法院，而是各级人民法院都可以发布案例
，现在全国有3557个法院；即使限制在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发布案例，指导办案，现在有31个高级人民
法院，加上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也有32个法院可以发布案例。
在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司法环境欠佳的情况下，加上各自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不同，
必然造成适用法律上的混乱，不利于维护司法的统一；怎么可能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呢？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曾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发布案例，地方法院无权发布案例；发布的
案例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确认，并在《公报》上刊登。
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仍然是正确的。
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总结经验（包括交流案例）而不是对外公开发布案例的方式，指导本地区法
院的审判工作。
　　（三）选编案例的标准和案例的来源问题　　据了解，现在最高人民法院还没有制定一个选编案
例的标准。
笔者认为，总结23年来的经验，确立一个编选案例的原则性标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初步考虑，选择案例的标准可以包含以下内容：（1）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
定；（2）具有典型性，即一定代表性的案件；（3）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类型、适用法律难度较大的
案件；（4）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正确的案件；（5）根据立法精神，阐明法律之真意，或者弥补法律
之不足，并有抽象规范，有重要参照价值的案件。
　　案例的来源，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
海事等专门法院均可以。
据《公报》负责人介绍，案例主要来源于基层人民法院。
这不奇怪，因为全国法院每年受理案件七百多万件，其中80%在基层。
　　（四）选编案例的组织机构问题　　选编案例是一项十分繁重而细致的任务，没有固定的机构和
一定数量的高水平的法官（选编人员）是难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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