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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非白纸黑字的东西，它应该是阐释性的。
首先，法官在解释某条法律的时候，既要有自己对法律条文字面意义及立法精神的理解，又要受原来
已有规则、范例等的影响，还要面对复杂案件阐释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这种理解在许多案件中注入了
法官自己的建树。
美国学者德沃金有一句很深刻的话：法官和律师有时争论的并不是法律是什么而实际上是法律应该是
什么的问题，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是关于忠实和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其次，法官不能自动售货机式地裁判案件，他应当熨平法律皱折。
法律作为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
性、滞后性等，这被英国的丹宁法官称为法律的皱折。
关于法律皱折丹宁有段精彩的话：法官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立法者自己遇到法律织物上的
这种皱折，他们会怎样把它弄平呢？
很简单，法官必须像立法者那样去做。
一个法官绝不可以改变织物的编织材料，但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
可见，法官不可以像立法者那改变法律，但却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熨平法律皱折。
第三，法官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裁判案件。
法官不得拒绝审判似乎已经是各国司法的通例和公认的原则，有的国家还明确规定如果法官借口没有
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的，要依拒绝审判罪追究责任。
我国法律制度尚不够健全，没有明确具体规定的情况较多，这种情况下法官裁判案件只能依据法律精
神、原则，乃至法理等等，解释性和主观性的空间较大。
综上，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解释和创造性运用法律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但这种解释一定要体现在
他的判决理由中，而且这种解释也将影响到以后同类案件的处理，这可以说是案例制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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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非白纸黑字的东西，它应该是阐释性的。
首先，法官在解释某条法律的时候，既要有自己对法律条文字面意义及立法精神的理解，又要受原来
已有规则、范例等的影响，还要面对复杂案件阐释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这种理解在许多案件中注入了
法官自己的建树。
美国学者德沃金有一句很深刻的话：法官和律师有时争论的并不是法律是什么而实际上是法律应该是
什么的问题，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是关于忠实和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其次，法官不能自动售货机式地裁判案件，他应当熨平法律皱折。
法律作为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
性、滞后性等，这被英国的丹宁法官称为法律的皱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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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示范性案例在滥伐林木案中判处补种树木是对“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创造性运用——陈德光滥
伐林木案以暴力帮助盗窃同伙抗拒抓捕构成抢劫罪——蔡劲松抢劫案构成强迫卖淫罪客观要件的卖淫
行为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唐发均强迫卖淫案商业秘密应具备必要最小限度秘密性与新颖性的信息
——胡学民、黄晓雷侵犯商业秘密案刑法总则关于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可直接适用于分则中的个罪—
—杜某某滥用职权案共同犯罪中中止者虽有阻止行为但未能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能成立犯罪中止—
—陈怿、王媛媛故意杀人案明知他人欲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利益而收受其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刘爱东受贿案赃物来源的查实不是认定窝藏赃物罪的必要条件——王涛窝藏赃物案互殴中致前来劝阻
的第三人死伤应认定为间接故意行为——王勇故意杀人案出租房、“家带店”应当认为是“入户抢劫
”中的“户——李玉春、牟宏、李震、杨娟抢劫案间接证据形成锁链能够推翻书面证据——黄德志与
中国农业银行彭州市支行储蓄存款合同和不当得利本诉反诉案营利性不是侵犯肖像权的必备要件——
向剑波与成都航天中学肖像权纠纷案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能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姜
士民诉成都红天鹅火锅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适当履行了注意义务
，对上网用户的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白志生诉四川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名誉权纠纷案非道路交
通事故中大中型旅游客车司机应有更重的安全注意义务——漆素云、陈应周诉温刚银、四川省运输公
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行为与结果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责任——谢怀芝、颜永
发诉王瑜侵权赔偿纠纷案打赌行为致人损害按过错大小承担责任——刘光海与杨关明、郭伟和胡德志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否定交警队的责任认定——
尹立如与徐勇、伊雪峰、兴运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投标人不具备投标资格的“中标通知书”
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四川省彭州市亚峰建筑工程公司与四川绿色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投标纠纷案农村在校大学生应享有承包地收益分配权——徐倩与成都市成华区圣灯乡圣灯村第九
村民组侵权纠纷案调整合同违约金计算比例应本着违约赔偿的补偿性和间接损失的可预见性规则——
上海富田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与四川鼎天（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合同纠纷案最初的
医疗判断不构成医疗过错——胡光与传染病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不特定人出入、通行、活动
的场所应认定为“公共场所——屈建渝与有色金属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董事会不召集定期和临时
股东会时公司股东召集请求权与召集权应受到法律保护——钟娅玲、钟雨明、王米捷诉四川亚联高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纠纷案音乐网站擅自提供免费下载M四服务侵犯录音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
—正东唱片有限公司与四川公用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网络传播权侵权案雇员在雇主的指示下从事劳
动并领取相应报酬应认为双方形成雇佣合同关系——付卓君诉蒲志平、张林雇佣合同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案多个证明力弱的证据经综合判断可反驳单一证明力强的证据——王海与成都新大地汽车有限责任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仅以子女名义存款不应当认定为赠与——田沾与李玉菊侵权纠纷案规范性文件出
台前购房合同未明确约定公摊面积的应当如何认定——谢祖源等135户购房者与四川富临房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基于无名合同产生的债权请求权适用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华川公司与
罗明清租赁合同纠纷案确定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不应仅以供电设施产权归属进行简单认定——
吴明德、吴思倩、刘期友、梁开秀与成都电业局金堂供电局等三被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共同共有关
系存续期间当事人在没有合意的情况下不能请求分割共有财产——曾令芳与梁自贵、梁义析产纠纷案
认定表见代理应当慎重——成都大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张照明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案法院调解应当
注意防范当事人为达非法目的而恶意调解——成都隆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成都汇成置业有限公司拖
欠工程款纠纷案公告送达和缺席审理应当慎重适用——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与成都西金招商实业有限公
司、成都市温江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纠纷案公证机关的公证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刘蓉芳诉四川
省公证处撤销公证书案房管局对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黄金成等25人诉
武侯区房管局物业管理行政决定案事后作出的民事合法行为不能作为已完成的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合法
的判断依据——伍全珍诉成都市房产管理局撤销房产登记案民事强制执行中案外人异议审查的范围及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案外人众恒盛公司执行异议案二、研究性案例结伴分别实施购买型犯罪应
认定为共同犯罪——张三、李四、王五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重婚案自诉人撤回自诉
不应准许，法院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公诉案件处理——自诉人王群诉被告人夏明阳重婚案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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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转化为抢劫罪的几个问题——曾宗富诈骗案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登记抵押权证，其危害后果应当以抵
押额度计算而不应以未还贷款数计算——佘志强被控滥用职权案父亲杀死正在患精神病、伤害亲人的
儿子不应适用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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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生的利益。
二者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具备。
对于机动车所有人而言，在支配上，实际享有机动车最终的支配权，在出租、出借等情形下，其应承
担审慎选择驾驶人的义务；在利益上，机动车所有人实质也在分享机动车运行的经济利益或人情利益
。
按民法的公平原则，作为间接的支配人和管理人，哪怕没有过错，也应按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分担民
事责任。
同时按报偿责任和危险分担理论，机动车所有人既然有支配、有收益，就应该分担可能存在的风险，
这也可以加重机动车所有人的管理责任，督促所有人将机动车提供给他人使用时主动履行高度谨慎的
注意义务，从而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从实务操作的需求分析。
现代法治强调以人为本，特别重视保障公民的权利，尤其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从实务运作的调查分析来看，在道路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真正能有效保障受害人利益、
法院又易操作执行的财产利益就是机动车所有人的机动车。
机动车作为肇事车，与交通事故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宜把它本身的财产利益排除出案件本身。
而在我国的长期实务运作中，从1991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施行后，一直采取机动车所有人为
驾驶人的赔偿责任负责垫付这一做法，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中并未受到多大非议和指责，已为人们所接
受和认可。
机动车所有人作为责任承担方，也默认了该运作惯例，而该运作惯例又能较好地及时救济受害人，满
足受害人对医疗费的迫切需要，体现着法律对受害人的倾斜性保护，故应予以保留。
况且机动车所有人承担垫付后，可以通过追偿救济，也可以通过责任保险最终将风险转移至整个社会
。
这时对机动车所有人而言，实际所损失的主要是时间，而受害人在受伤时，对救济的需要还有着强烈
的时间要求，让机动车所有人负责垫付，则有利于法院为受害人便利、快捷地争取时间优势，以实现
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平衡，所以机动车所有人对驾驶入的赔偿责任负责垫付，在当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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