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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构建民事判例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书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独到的分析眼光和独立的批判精神，透过纷繁的表象，超越各种概
念的纷争，用客观、公允、坚实有力的语言告诉我们：只有构建民事判例制度我们才能从幻想走向现
实，才能不再被完美立法的美梦所迷惑、不再被法律的刚性迷信所欺骗、更不再被自我封闭的观念所
束缚，才能追求一种更现实、更严谨、更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弥合当前民事法律的缺陷，创建一种刚柔
并济、对市民生活具有较快回应性的新型民事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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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骆军，1963年生，法学博士。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西南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
员，西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民事法律实务研究，参与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项目批准号：08BFX017)(主研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横向课题“大中型水库引发地质灾
害法律责任及相关问题研究”
(主研人)。
近年来在《现代法学》、 《法律适用》、 《社会科学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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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视角扩展:从现实中走近民事判例制度一、“同案不同判”的现实困境（一）“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考察相同案件相同处理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这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却难以做到
。
由于制定法本身的立法技巧不成熟，大量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过于抽象，法与法之间存在大量冲突性
规范，相关法律解释部门的有效解释缺乏系统性与稳定性，导致诸多领域的案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
在同案不同判问题；而省级法院各自颁布指导意见，造成省级地区之间的适用法律的地区差异，更使
这一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
例如，在被称为“同命不同价”的死亡赔偿纠纷案件中，围绕城市和农村人口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的
标准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处理至少出现了三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主张按照城市和农村户口的标准区别
对待；①广东、重庆等地法院认为应当一视同仁；②浙江、安徽等地的法院认为可以区分农村和城市
的收人标准，③但最终应根据死者的经济情况有所变通。
又如，小产权房买卖的合法性问题，有些地区认为小产权房买卖违法应严格禁止；另一些地区认为只
要补办相关手续小产权房买卖亦应认定为合法。
再如，劳动争议中的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问题，上海全部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广东部分受理；
而大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对于社会保险缴纳问题一概不予受理。
在这类案件中，成文法本身的固有缺陷与法官对法律的不同认知两大因素互相作用，使法律的执行过
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也使当前的司法审判出现的大量导致民众困惑、削弱民众信任的“同案不同判”
现象，更使当前民众对司法脆弱的信任感受到极大的打击，造成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质疑，进而损害
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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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事判例制度建构研究》是民法哲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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