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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的研究内容是我国民法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及运用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解释民法的具体方法。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的创新集中于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自然法观。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自然法观，一是马克恩、恩格斯一贯区分“法”与“法律”，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阐述法的历史发展规律，揭露资产阶级法的阶级本质；二是总结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经验，分析了苏
联维辛斯基法与法律不分的法定义的不足以及对我国的影响，进一步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经验，提出法
律呈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是解释法律的依据、在法律与案件的对接中发现法等基本观点。
对此，习惯与善良风俗在我国的法源性、私法解释的广泛性及当代经济分析法学揭示的法的规律性、
类型化理论等，均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法观的佐证。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另一内容创新，就是借鉴议论理论论证了法解释的民主程序和中国司
法解释制度的完善，涉及法院的合议制、审判文书的说理论证、能动司法、案例指导及判例法试点、
法学教育改革等。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的突出特色是实证研究，以中国法制建设经验、大量案例论证科
学自然法观及其在民法解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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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士国，1954年11月生，山东禹城人。
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民法经济法研究生课程班，山东大学博士研究
生，获法学博士学位。
曾任日本北海道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关西大学客座研究员（关西大学招聘）、
北海道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教育部资助）。
先后在辽宁大学法律系、山东大学法学院任教，破格晋升讲师、副教授、教授，任山东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
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法解释学、民法、医事法.出版专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民法典制定问题研
究》、《侵权责任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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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一、问题的提起
二、什么是科学的自然法观
三、本书的构成
四、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自然法观
一、马克思认为法是无意思的自然规律
二、马克思区分“法”和“法律”的思想是科学的自然法观
三、法与法律不分的由来--评维辛斯基的法定义
四、对法与法律关系的进一步认识
（一）法律是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二）法是衡量法律合法性的标准
（三）在法律与事实对接调适中进一步发现法
（四）法的探索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第二章 依法解释民事法律与其解释规则
一、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对法解释的观点
二、区分公私法的问题
（一）私法自治、公法法定
（二）区分私行为与公行为
（三）区分私权利与公权力
（四）公私法的联系性
三、依法解释法律的规则
（一）对现行法律进行合法性审查
（二）结合特殊案情对法律应否适用进行合法性审查
（三）当没有具体法律时，法成为解决问题的直接依据
（四）当法律发生抵触时，应依“法”选择法律的适用
四、应有规则、利益衡量
第三章 民事习惯与善良风俗的法源地位
一、民事习惯的法源地位
（一）习惯与习惯法的概念
（二）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别
（三）习惯法为自然法
二、公序良俗与民事法律的适用
（一）善良风俗的概念
（二）善良风俗的立法例及我国未来立法的选择
（三）从案例看善良风俗的法源性
三、善良风俗在我国的运用--以姜堰市人民法院的实践为中心
四、对习惯、善良风俗何以成为法渊源的一点认识
第四章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当代经济分析法学的发展
一、经济分析方法是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
二、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的实践验证
（一）科斯定理
（二）均衡
（三）效率
（四）汉德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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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分析法学揭示的基本规则验证了科学自然法观的正确性
三、经济分析法学的有限性
第五章 法解释的民主程序
一、民法的解释为什么要经过民主程序
二、法的议论理论的产生与基本含义
三、法的议论理论在日本的发展
四、议论理论的借鉴意义
（一）议论是可接受的法解释的理论
（二）议论有利于克服法官的恣意行为
（三）议论有助于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
五、议论理论与我国的合议庭制度
六、议论理论与我国审判文书的制作
第六章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中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一、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的相对性
二、能动司法与司法解释
三、依法审判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四、中国的民事司法案例与判例法试点
（一）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法院就具体案件的请示所作出的批复
（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
（三）个别地方法院进行判例制度试点
五、判例（案例）的作用
（一）判决预测
（二）促进理论发展
（三）促进法律完善
（四）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
六、创立中国的判例制度
第七章 类型化理论、法律漏洞与其补充方法
一、类型化的基本含义
二、对当代类型化理论的评析
三、类似性的认定
四、类型化适用的领域
五、司法中如何通过法律与个案的对应寻找裁决的法规则
六、类型化理论与民法漏洞补充
七、法律漏洞及其补充方法
（一）法律漏洞的概念、种类和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的分类
（二）类推适用
（三）目的性限缩
（四）目的性扩张
（五）依习惯补充漏洞
（六）依一般条款或者一般规则补充漏洞
（七）依法理补充法律漏洞
第八章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
一、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法律解释的基本问题
（一）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法律解释的概念、特征
（二）法律解释的分类
（三）法律解释的标的
（四）法律解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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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法解释的方法
（一）文理解释的方法
（二）体系解释的方法
（三）宪法解释的方法
（四）法意解释的方法
（五）比较解释的方法
（六）目的解释的方法
（七）当然解释的方法
（八）反对解释的方法
（九）扩张解释的方法
（十）限缩解释的方法
（十一）社会学的解释方法
第九章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法律行为解释
一、法律行为解释体现并遵循科学的自然法观
（一）法律行为体现并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
（二）科学的自然法观是法律行为解释的依据
（三）公共道德是衡量法律行为是否成立的标准
二、法律行为解释的分类
三、合同解释的分类
四、合同解释的主体
五、合同解释的原则
六、合同解释的目的
（一）对合同是否成立作出判断
（二）就合同是否生效作出判断
（三）明确合同条款的含义
（四）合同漏洞的补充
七、合同用语的解释与整体解释
（一）对合同用语的解释
（二）整体解释
主要参考书目
阶段性成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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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结合特殊案情对法律应否适用进行合法性审查　　法律的规定是针对一般情况的，遇有特
殊情况，应否适用一般性规定的法律，即对法律进行解释，也应该以处理问题的应有规则一一法为依
据。
如原告谢方利（女，20岁）于1997年1月29日在连云港市未通过正常检票口进入新浦火车站，当228次
列车尚未停稳时，由于部分旅客随车跑动、拥挤，将其挤下站台，被火车轧伤，致左上肢、左下肢、
右下肢截断，造成一级伤残。
对住院治疗费用、安装假肢费用全额赔偿，双方无争议。
对是依据《铁路法》支付保险金还是按《民法通则》支付未来生活费赔偿，原被告各持己见。
《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2条第2款将铁路旅客运送责任期间规定为“自旅客经检票进站至到
达行程终点出站时止”，其保险赔偿数额最高为人民币4万元。
被告同意治疗费、安装假肢费不应包括在赔偿额中，仅对残废赔偿适用铁路法。
原告认为因其未经检票进站，不适用铁路法而应依《民法通则》计算余生的损失赔偿。
此案究应如何赔偿，颇值研究，本书不予探讨，但经检票进站与未经检票进站是否都应适用铁路法，
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这就是说铁路法只能根据一般情况，即经检票进站到终点出站，作出保险赔偿责任期间的规定，不可
能对未经检票的特殊情况作出规定，而出现后种隋况，解决问题的应有规则自然是未经检票进站也应
适用铁路法责任期间的规定（这就是法），依此将铁路法的规定作扩大解释，从逻辑上说，也是当然
的解释。
①可见，法也是对法律作出各种适用解释的依据。
　　（三）当没有具体法律时，法成为解决问题的直接依据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成文法规定的社
会关系不断出现。
在我国，各种服务合同关系几乎没有法律规定。
如旅游服务、住宿服务、驻车合同、老年公寓服务、电信服务合同等缺少法律规定，但调整这些社会
关系的法规范在当事人间逐渐形成。
如驻车合同，一辆小汽车停在某一停车场，停车场管理人收费，汽车使用人交费，停车期间汽车被损
坏甚至丢失，停车场承担什么责任，这些规则随驻车合同的产生而形成，解决此类纠纷，就应依形成
的合理规则为依据，这就是社会中的法。
我们制定民法典，规定驻车合同，就应该调查这些规则，在此基础上规定法律条文。
法律难免有漏洞，这种发现法的工作就叫做漏洞补充，在审判实践中叫做法官的法创造，在法学中叫
做法的发现。
其实，所谓法官的法创造，确切地说也是法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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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士国编著的《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的研究内容是我国民法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及运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释民法的具体方法。
分析了苏联维辛斯基法与法律不分的法定义的不足以及对我国的影响，进一步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经验
，提出法律呈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是解释法律的依据、在法律与案件的对接中发现法等基本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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