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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较为复杂的一个问题，曾经引起长期的关注和讨论，出现过许多分歧
较大的学说和观点。
在哲学领域，因果关系是人们观察和思考自然与社会的一个基本视角；在法学领域，因果关系是将违
法行为和结果相连接的归结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
作者选择了法律因果关系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是需要长期的思考和努力的。
　　在法学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研究，更多的是部门法领域的研究。
刑法学的学者将因果关系作为犯罪构成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民法学的学者将因果关系作为侵
权责任成立的基本条件进行研究。
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研究和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研究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作者抓住了共同性的
因素从法理学的层面对因果关系进行了一般性的研究。
对因果关系的法理学研究具有如下意义：第一，增加研究的一般性。
部门法学的因果关系研究常常是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的，研究因果关系的民法学学者可能并不十分关
注刑法学的研究情况，同样的道理，研究因果关系的刑法学学者也往往并不十分关注民法学的研究情
况。
因果关系的法理学研究则以一般性的视角，以部门法学的研究为基础，采用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构建
一般性的原理。
这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也是-个超越的过程，因果关系的法理学一般性原理要对部门法的研究具有指导
意义。
第二，增加研究的体系性。
部门法学的因果关系研究常常关注的是某一方面的问题，常常忽略研究的体系性。
而因果关系的法理学研究则注意研究的体系性，寻找研究因果关系的恰当的问题集合，这些相互关联
、相互牵制的问题组成的集合常常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体系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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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因果关系研究》主要采用范式分析、案例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法律因果关系
的本体、性质、功能以及认定标准进行深入研究与透彻分析。
全书融理论性与实践指导性于一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实用性。
　　《法律因果关系研究》读者对象为高校法学专业师生、科研单位相关研究者以及相关的法律实务
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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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东，黑龙江青冈人，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理学方向的研究。
近年来，参编学术著作多部，承担了法理学、立法学等方面的科研课题多项，在主要学术刊物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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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果关系”的含义的界定。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这些词语作了较为详细地说明和界定：　　“因果关系是表示两个事件之间联
系的概念。
这两个事件的发生不仅在时空上密切相关，而且作为原因和结果被结合在一起，其中一方导致了或必
然地引起了另一方的发生。
　　“亚里士多德首先研究了因果关系。
他区分了质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这一区分后来得到了很大的阐发。
休谟则认为因果必然性仅仅是基于先前的经验而对某种先后相陈的事物所报期望的习惯所作的反映。
康德则推断因果性是基本的先验形式之一，其中知性整理其经验，并要求有秩序地使经验本身成为可
能。
　　“在法律推论中，因果关系特别重要。
它涉及在伤害、损害、损失以及其他事件中责任的确定问题。
法庭关心的并非是自然的原因，而是意在归咎责任的因果关系。
因此，一个医疗调查可以认为死因是多种骨折，而法律调查则可认为身为被告人的司机的过失，或更
完整地说，是司机过失引起的撞击，或其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引起的撞击。
　　“在调查某一事实的影响，尤其是被告的作为造成一种后果的原因要素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时，法
庭常常要区分作为必要条件的事实（仅是先决条件）和作为直接原因的事实（产生实际效果的原因）
。
同时，某个伴随原始原因要素产生的，并可能取代该种要素而作为受调查事件的有效原因的要素，常
常被称为一个新的妨碍诉因或干预行为。
因此，某个受害人处于事故现场仅仅是必要条件，因为他如果不在现场，就不可能受到伤害。
但是，直接原因却是司机的过失（违反安全责任），或可能是受害人自己的粗心，也可能是双方的责
任。
而且如果受害人在医院由某一错误的麻醉注射致死，这便产生了新的妨碍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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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采用范式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抓住共同性的因素从法理学的层面对因果关系进行了一
般性的研究。
基于此，作者提出了一些主要的观点：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和经验范畴上的因果关系相结合的
本体分析是正确认识和分析法律领域中因果关系的基础；在因果关系性质的界定上应该采用事实性的
分析；因果关系是一个事实性的范畴，因果关系在法律责任的归结过程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仅仅起
着归因的功能，即将结果归属于行为的功能；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应该采用逻辑和规律相结合的
分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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