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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在两个方面具有开创性或系统性。
一方面，《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明确提出，在不修改现行立法的情况下，把判例纳入司法解释范
畴从而将判例解释作为司法解释的主要形式是在我国实现法律统一适用的合法且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并运用历史的、逻辑的、比较的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实施判例解释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全
方位、多角度论证，为中国判例制度的构建探究了一条恰到好处的新路。
另一方面，也是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该书十分关注判例解释的具体制度构建，不仅精心设计了判例
解释的产生、运作程序，详细说明了判例解释的适用技术，而且还试拟了《关于判例解释工作的若干
意见》，并通过判例解释模拟实证的方式，使一幅生动形象、系统完整的判例解释制度图景跃然纸上
，从而避免了言之无物的空谈。
全书阅毕，中国判例解释制度仿佛已是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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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导论　一、拘束性判例而非指导性案例是中国司法审判的客观要求　二、判例解释应该并可以成为
中国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　三、判例解释迈向实践且步人判决的路径及适用技术第一章 中西方判例法
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 中国古代与民国时期判例制度考察　　一、中国古代判例的历史变迁　　二、清
末至民国时期判例的发展　　三、“混合法”是中国的法律传统　第二节 英美法系判例制度的形成与
发展　　一、判例法的形成　　二、判例法的发展　　三、英美法系判例制度产生的经验主义哲学基
础　　四、英美法系判例制度的启示　第三节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判例制度的考察　　一、大陆法系
主要国家和地区判例发展状况　　二、大陆法系判例法存在的原因和合理性分析第二章 当代中国判例
发展与研究的解析　第一节 当代中国判例的历史演变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案例指导实践　第二节 国内判例研究重点问题述评　　一、判例(或判例制度)的
优缺点　　二、判例的拘束力　　三、判例解释机制的基本构想　　四、判例改革研究的新起点第三
章 当代中国判例解释生成的基础与策略　第一节 判例解释在我国生成的理论基础　　一、基本法理
分析：法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互交融是构建判例解释机制的理论前提　　二、法律发展分析：两大
法系相互借鉴获得成功是构建判例解释机制的基本依据　　三、司法解释分析：我国抽象司法解释必
须改革　第二节 判例解释在我国生成的现实基础　　一、合法性分析：判例解释正是我国法律授权解
释的本意　　二、判例生成条件分析：法院自身已具备应用判例解释的基本条件　　三、司法探索分
析：我国为推动判例解释所做努力　　四、学者的共识与法官的态度　第三节 判例解释在我国的预期
价值　　一、判例解释的一般价值　　二、判例解释的特殊价值　第四节 判例解释构建目标及其策略
考量　　一、准确的目标定位也是策略　　二、相互呼应的策略才能催生制度第四章 当今中国判例解
释生成机制构想　第一节 判例解释的生成前提　　一、判例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　　二、判例解释
的核心要素　第二节 判例解释的选择　　一、现行案例生成情况：以选择标准和遴选程序为考察对象
　　二、现行案例选择标准和选定程序评析　　三、判例解释的选择标准　　四、各地终审法院指导
性案例的选择标准　第三节 判例解释的选定　　一、判例解释选定的原则　　二、判例解释的报送、
征集　　三、拟选判例的审查　　四、判例解释征求意见程序　　五、判例解释的发布　　六、判例
解释的变更及废止　　七、判例解释的官方汇编和编纂　第四节 判例解释的效力及合法性监督　　一
、判例解释的效力　　二、判例解释的合法性监督第五章 判例的适用及其技术　第一节 两大法系的
判例适用及其技术之考察与启示　　一、普通法系判例法的适用及其技术　　二、大陆法系判例制度
的适用及其技术　　三、两大法系判例制度的适用及其技术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第二节 我国判例解
释的适用及其技术探讨　　一、适用判例解释的前提和基础　　二、判例解释适用的基本原则为“同
案要同判”　　三、判例解释适用的主要法律思维方式　　四、判例解释适用的例外　　五、我国判
例解释制度的必要适用技术第六章 判例解释实例模拟　第一节 判例解释的生成　　一、案例的选取
与报送　　二、案例的研判与阐释　　三、判例解释的生成、发布和备案　　四、模拟的判例解释例
　第二节 判例解释的适用　　一、判例解释的适用条件　　二、判例解释的适用过程　　三、终审法
院指导性案例对适用法律的作用　第三节 判例解释实施效力、监督和保障　　一、判例解释的效力　
　二、判例解释的监督　　三、判例解释实施的保障　第四节 判例解释的废止及评价机制　　一、判
例解释的废止与编纂　　二、判例解释的评价机制附录一 关于判例解释工作的若干意见(试拟稿)附录
二 珠海法院示范案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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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的研究表明，自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判例在各朝各代的法律体系中都占有一定的甚至是非常
重要的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建设拉开了序幕，其中也不乏建设性的判例实践。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今天，判例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既吹过迅速推进的春风，也有过停
滞不前的苦闷，而长期以来对于判例制度的研究却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得
以发展。
本章试图通过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判例实践历史以及近年来判例制度研究的发展状况，从制度
史和学说史的视角，总结经验教训，揭示我们今天的判例制度改革已经有了什么样的历史积淀，而关
于判例制度的研究又应从什么样的起点上推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判例实践（1919年～1949年）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建设实践是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的。
20世纪20年代末，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展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斗争活动。
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大小十几块农村革
命根据地。
各革命根据地纷纷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
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时期到建国前夕，法制建设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
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判例实践主要体现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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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一次设想并提出中国应走“判例解释”之路是10年前，即1998年在我的博士论文之中，“改革和完
善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的形式并赋予其司法解释的效力。
⋯⋯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这些案例应当而且可以成为判例，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博士毕业之后关于判例解释问题
的研究也随同博士论文一起被束之高阁，但它却一直是萦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牵挂，因此，我时
时关注和积累着这方面的研究动向，提笔写作的冲动也曾几度跃跃欲试。
重新燃起这一激情的是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招标项目中《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调研》的重点调研课题
，为此，珠海法院由我牵头也组织了一班人马加入到了申请招标队伍之中，但不幸落马。
为了不至于扫一干兄弟们的兴，我们转而加入广东省法院的重点调研行列，并获了个二等奖。
当然，这个课题是按照最高法院和广东省法院的命题作文而为，研究的目标也就只能定位在只有参考
意义的“指导性案例”而不是具有拘束力性质的“判例解释”。
这本不是我的初衷，完成它只算是对各方面有一个交代。
但由此产生的继续对判例解释进行深入研究的强烈愿望却萌动起来而无法按捺。
于是乎我又重新组织一批人马，重新确定研究方向，重新展开新一轮的攻关。
在此之前，我的一篇关于判例解释的文章发表后深受同行朋友特别是来自高层权威部门人士的肯定和
鼓励，更坚定了我继续完成这一研究的信心。
这篇论文也是这一研究课题的基本方向和思路。
本课题组一共由7人组成，都是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同事，都是清一色的法学硕士或法学博士，是
既有法学理论功底又有一定司法实践经验的业务骨干。
大家都肩负着审判、行政、调研等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任务，从2007年12月开始历时近1年的时间，白天
原告、被告、法槌，晚上键盘、格子、书堆，近十次专题讨论，六易甚至七易其稿，所有的写作都是
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辛勤劳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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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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