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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逻辑学(修订版)》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形式逻辑基本原理；以法学与逻辑学关系为主线，
从学科的角度，概要阐释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紧密结合法律适用过程，特别是司法
实践，着重对法律逻辑思维方式和方法。
如法律概念、法律判断、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
《法律逻辑学(修订版)》由郝建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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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建设，辽宁沈阳人。
现任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逻辑学会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辽宁省法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法律逻辑学证据学研究会会长。
197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留校任教。
1983年转入本校法律系。
1983年至1986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哲学系，并修完硕士研究生课程。
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论著有：《法律逻辑学》（独著）、《刑事侦查的思维艺术》（合著）、《司法文书学》（主编
）、《法律文书学》（主编）等13部。
此外，在国家、省级核心杂志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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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引论 第一节逻辑学与法律逻辑学 第二节法律逻辑学的特征与功能 第三节培养法律职业者逻辑
思维能力的意义 第二章概念与法律概念 第一节概念的概述 第二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第三节概念的种
类 第四节概念外延间的关系 第五节概念的限制与概括 第六节定义 第七节划分 第八节法律概念 第三章
判断与法律判断 第一节判断的概述 第二节性质判断 第三节关系判断 第四节联言判断 第五节选言判断 
第六节假言判断 第七节负判断和多重复合判断 第八节模态判断 第九节规范判断 第十节法律判断 第四
章推理与法律推理 第一节推理的概述 第二节性质判断的直接推理 第三节三段论 第四节关系推理 第五
节联言推理 第六节选言推理 第七节假言推理 第八节二难推理 第九节法律推理概述 第五章归纳推理与
法律适用 第一节归纳推理概述 第二节完全归纳推理 第三节不完全归纳推理 第四节探求因果联系的逻
辑方法 第五节归纳推理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 第六章类比推理与法律适用 第一节类比推理概述 第二节
类比推理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第三节类比推理在法律适用中的应用 第七章实质法律推理 第一节实质
法律推理与法律适用 第二节实质法律推理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实质法律推理的限制与完善 第八章假说
与侦查假设 第一节假说的概述 第二节侦查假设 第九章法律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同一律与法律
适用 第二节矛盾律与法律适用 第三节排中律与法律适用 第四节充足理由律与法律适用 第十章论证与
法律论证 第一节证明的概述 第二节证明的方法 第三节证明规则 第四节反驳 第五节几种主要的非形式
谬误 第六节法律证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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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法律概念的特征 1.法律概念是描述性与规定性的统一。
 法律概念的确立和形成，既是人类知识的累积和传承，也是立法者统治意志的体现。
因此，法律概念，从其内涵的确立和形成来看，是描述性与规定性的统一。
正确认识法律概念的这一特征，对于法律实务中正确地运用法律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描述性内涵，亦称认识性内涵，其内涵的构成性质是通过对象之间的比较而确立的，它是人们对于概
念所指称的那类对象的认识成果。
例如，“动产就是可以移动的财产”。
“可以移动的”这一属性就是对“动产”这一对象的描述和认识，“可以移动的财产”作为“动产”
的内涵，就是通过与“不动产”进行比较后确立下来的。
再如，“不可抗力就是人类自身能力不能抗拒也无法预防的客观情况或事故。
” 规定性内涵，其内涵的构成性质是人们根据实践的需要通过人为规定的方式加以确立而形成的。
例如：我国刑法第196条第2款“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
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就是我国法律对“恶意透支”这一法律
概念的立法规定。
再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53条对“不可抗力”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
能克服的客观现象”，就是立法者的主观规定。
 在法律创制和法律解释过程中，大多数法律概念都是通过人为规定的方式对其内涵加以确立而形成的
，当然这样的“人为规定”并非立法者随心所欲的任意规定，它总是基于人类认识的成果，在描述基
础上所进行的规定。
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
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民法典规定年满20周岁的公民是“成年人”，而《法国民法典》则规定年满23周
岁的公民是“成年人”，虽然关于“成年人”的具体规定，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
建立在“成年人就是身心发育成熟的自然人”这一描述性认识的基础上的。
 既然法律概念是描述性与规定性的统一，因此，运用法律概念时就应特别注意：第一，理解或解释法
律文本中的语词所表达的概念时，在内容方面必须体现其法律规定性，不能仅凭自己的个人理解作任
意解释；第二，运用语词表达法律概念时，也必须体现其法律规定性。
 2.法律概念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正确思维要求概念具有确定性。
概念是否具有确定性的标志在于概念是否明确。
所谓概念明确，就是指概念的内涵清晰、外延确定。
法律概念，一如其他任何概念一样，既有其确定性的一面，也有其不确定性的一面，是确定性与不确
定性的矛盾统一体。
但相对而言，有些法律概念的确定性程度高一些，有些则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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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世纪多科性大学法学应用规划教材:法律逻辑学(修订版)》为新世纪多科性大学法学应用规划教材
，由郝建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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