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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

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每个人都在为寻求相对的确定性而努力。

在某种意义上, 民商事诉讼案件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因为诉讼的世界里’

同样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司法界负责人曾公开承认, “我们需要清醒地

认识到,就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我们的司法执法主体对规则的认识

判断’对事实证据的认识判断’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主要基于

他们法律意识的不一致”°o因此’包括法官、律师在内的所有法律人’其

日常工作的实质’无非是在歧见纷呈的法律世界里,寻求各自相对的确定

性,并力争做到法律意识的交叉、重叠和趋同,使相对性的同心圆扩张至

最大化。

就法院系统而言’法律意识主要是指法官群体的审判思维,其物质载

体就是裁判文书。对从事实务工作的法律人来说’长期、大量、深入研读

裁判文书,应当成为一种学习习惯。经由一份份公开的裁判文书’我们有

可能洞察到’裁判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规律是需要一定

方法的。只是’真正领悟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用整个职业生涯为丈量尺度’
广△

在历史与现实｀枝蔓与主干、个体与组织、功能与结构之间来回穿梭。法

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同样适用于看似风

马牛不相及的法学领域。

与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相比,总体来看’ 已面世的各类案例书籍’简

单编排罗列有余,深刻总结提炼不足’对思维模式的探讨更是付之阑如。

@张军: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司法正义》’戴《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

1



法官如何裁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要旨与思维

有明确方法论意识’能上升到理论层面有所概括’并有效反哺司法实务的

研究专著,实属难得一见。如何在这方面真正有所突破, ‘‘授人以渔而不只

是授人以鱼’’ ,是我长期以来的思考内容和不自量力的追求目标。

因缘际会’在代理最高人民法院民商案件的同时’从事最高人民法院

民商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有年。从研究裁判文书到研究法官个体’从研究

法官个体到研究法官群体’从研究法官群体到研究审判思维’从研究审判

思维到研究审判规律’从研究审判规律到反思研究方法’一切都是顺理成

章的逻辑必然。

作为粗糙思维的艰难结晶’本书第一版面市时’腰封上赫然印着“十

年磨一剑”的醒目字样,事前我是不知道的’事后也有点揣揣不安。这是

一个极少有人涉足的研究地带’缺乏足资借鉴的学术成果’时问并不是书

稿质量的唯一保证。读者是挑剔的’市场是无情的,多少书出版即是绝版。

值得安慰的是,在未作任何宣传的情况下’本书出版后很快售磐,接着出

现了高仿盗版本。不少人索书不得’千脆直接到中国知网,下载孕育本书

的博士论文。45万字的晦涩文本’下载量超过2800次。2018年底’亚马逊

网站又推出了定价不菲的电子版’ 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一本很不成熟的

法学实务书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收获这么多素不相识的认同’确实

是我的莫大福分’ 曾经为之挥洒过的不堪岁月,终于沉淀为记忆中的金色

年轮。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几千年前老祖宗的告诫,令我如芒在背’不敢

过分懈怠。此次全面修订,更是拿出十二分的力气,增写内容超过30万字’

且并非简单地修修补补’而是对原有体系结构的续造与深化◎推进过程之

艰难’令我再次体验到了熟悉的焦虑、无奈的煎熬。虽竭尽全力,力求跟

上审判形势的最新发展,但眼高手低’仍不满意手中永远的半成品, 因为

“吃的草比预想得要多’挤的奶却比期冀得要少’’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事非经过不知难。看来’这就是人的宿命’ “你必在额上流汗, 以获你的面

包”。感谢命运’ 以这种方式再次警醒我,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想做点像样

的事情,就不能不对自己狠一点°人确实是要有点精神的’知其不可为而

2



第二版序

为之’方能不顾地心的弓｜力’拔着自已的头发飞翔°

生命的进击姿势’ 与内心的恬淡从容,经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朱光

潜先生尝言,慢慢走’欣赏啊°过了知天命之年’重温这句看似乎常的软

言慰喻’就像阳光洒满了心田。是啊’人生的路并不算长’一定要慢慢走,

往前走,专心走。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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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版序

对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研究’始于1994

年。当年我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旋即通过全国首次统一录取的律师资格

考试’正式开始了律师执业。当时一个朴素而执着的想法是’办理案件’

就要向最高法院学习’最高法院的公报案例’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对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深入研究’始于1999年。当年最高法院经济审

判庭主编的《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首次公开发行°以此为标志’最高法

院民庭、知识产权庭也开始主编系列出版物’批量刊载其审理的各类民事

案件。2000年至2003年’最高法院连续四年出版该院民事裁判文书汇编。

2003年’最高法院更是史无前例地出版十五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判案大系》。这些宝贵的民事案例资源’是我反复阅读和消化咀嚼的精

神食粮°

对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理论研究’始于2003年。当年我考入武汉大学

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基于此前的积累和总结,我很快拿出一份七／＼万字的

研究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初稿。此后,导师孟勤国教授建议我研究民法基

本理论,我虽心有不甘’但还是接受建议’潜心于民法基本理论研究°现

在看来,孟老师的这一建议’ 的确高瞻远瞩’对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尤其是

民事审判思维的深入研究,设有民法基本理论的坚实支撑’是不太可能走

出一望无际的地平线,获得俯嫩的视野与高度的。

对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始于2008年。经过长达五年

的理论准备’我开始埋首于博士论文的写作°其问艰辛,确有点“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惟伴’’°六年之后’ 45万字的博士论文《最高法院民

1



法官如何裁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要旨与思维

事判决四元结构论: 1985削014》脱稿’ 2014年顺利通过答辩°一向对学

生要求极严的孟勤国教授认为’ “这是一篇独一无二的民法博士论文’’。

几个细节,值得一提。读博期问’ 自己老老实实读了上千本专业书。

2014年预答辩时,温世扬教授说我是武大民商法老师们公认最勤奋、最用

功的学生。正式答辩结束时,导师孟勤国教授破例发言’指出这篇博士论

文的全部价值’就在这段话上: “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

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

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认为这是对最高法院

民事审判思维模式的最好概括°此后, 因缘际会,结识中国政法大学宋连

斌教授,对我的博士论文予以极高评价’认为做了最高法院应该做而至今

没有做到的事。中国法制出版社赵宏编辑在我博士论文答辩前’就接受书

稿出版,并倾尽心力打造成为更具使用价值的实务版本。所有这些’让我

既诚惶诚恐,又备受鞭策◎

之所以回顾二十年的研究心路’是想展示自己与这项研究事业的缘分,

同时也顺带说明,这本脱胎于博士论文的《法官如何裁判》’何以出自律师

之手。裁判文书乃学术公器,对一切法律人开放’任何人均可自由进入°

理论上讲,法官更有条件进入’更有可能研究’更有资格写作。但事实上,

二十年如一日地进入、研究和写作,对所有法律人而言’都是一项极大的

挑战d幸运的是’我坚持了下来°作为律师,我既是最高法院具体民事判

决的参与者’更是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旁观者’个案探究和整体研究4

双重视角’有效平衡了我的一孔之得。作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我有义务把

它忠实地记录下来’更多的人或可从中受益,后来者或可借此攀向更高峰。

以上就是这本小书的前世与今生。逝水流年’略有积淀,这真是命运

最好的安排。至于我是否交出了一份像样的答卷’读者才是最终的裁判者’

我期待着最后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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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例公布整体情况

从1985年至今’最高法院公布裁判文书的过程’有两个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相对零散的纸媒期’以公布为例外,不公布为常态’该阶段持续近三十

年之久°第二阶段是批量增长的网媒期’以不公布为例外’公布为常态,该阶段距

今仅七年。这七年来发布的民商裁判文书’在数量上近五倍于前三十年发布裁判文

书的总和。最高法院裁判文书正在不断揭开“面纱’’ ’并迅疾走向大众,走向

世界。

关于纸媒公布案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5月至2020年12月’最高

法院通过包括出版公报、各类审判指导丛书、年度裁判文书汇编等纸质媒体,以及

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方式,共公布了60＂余件裁判文书或典型案例°其

中,绝大多数是各类民商事案件（含执行案件）,而且大多数是由最高法院审理的民

商事案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案大系》共十五卷’除第十四卷为

行政案件外’其他十四卷全部为最高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o即便是在《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上刊登的下级法院审理的裁判文书或典型案例,也是经过严格审定而

精选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因为公报本身就有很高的准

确性、适用性和指导性’所刊登的案例直接反映了最高法院的司法立场｀法律见解

o资料米源: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290期）;最高法院于20＂年至2＂3年公布的年度

裁判丈书汇编;最高法院各氏亨审判庭编辑的《审判参考》《指导案例》《案件解析》等丛书; 《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案大系》 （十五卷）;最高法院先后公布的26批指导性案件及各类典

型案例;以及最高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著的《人民法院案例选》。此夕卜’最高法院机关报刊

《人民司法》《中国审判》《人氏法院报》,也刊登零星的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据统计’ 自1985年

5月至2011年2月,剔除重复部分’最高法院通过纸煤共公布案例或载判丈书约42＂件’数据资料

参见刘德权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意见精选》 （上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另

据笔者统计’此后,从2011年3月至2020年12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各类审判指导｀

案例汇编、观点集成、判例集妥等纸质媒体’最高法院又新公布民亭案例约18＂件,以上合计共在

纸质煤体公布民亭案例约6Ⅻ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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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务观点。o

关于网媒公布案例’ 自2013年7月1日起,最高法院开始在机关内部实施本院

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制度。据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2013年1月1日至11月30日’最

高人民法院共制作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2501篇’上网公布2293篇,占91.7％’

仅有208篇因具有法定情形’经审批不上网或暂不上网公布。@另根据最高法院院长

周强2014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最高法院建成“中国裁

判文书网’’后,公布最高法院生效裁判文书3858件·@而截至2019年10月, ‘‘中国

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最高法院民商裁判文书’总量已经超过29000篇。@

此外,根据公开资料’ 2003年时’最高法院进人实质性审判的案件即在3000件

以上°o而仅在2008年度,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更是突破1万件。◎根据经验

判断’其中绝大多数也属于民商事案件。此后多年,虽然最高法院未正式发布过受

案数据’但从其多次以司法文件的方式’修改案件受理标准’不断提高中级和高级

法院的案件受理标准, 2019年更是史无前例地将高级法院管辖金额规定为50亿元

以上,以减少对最高法院的案件涌人这-点,即不难推断,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各

类民商事案件,其绝对数相当可观。@随着网上强制公布制度的实施,最高法院今

后公布的民事判决或案例数量’将会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

可以说,历经三十五年的日积月累,最高法院已经公布的民商事裁判文书’与

有数百年传统的判例法国家相比’虽还算不上汗牛充栋’但也非常庞大驳杂’而且

将会继续迅速膨胀。

o《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全集（1985-

1994）》’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编: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典型案

例和司法解释精选（1993。7-1996.6）》,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周伟编著: 《人民法院审判观

点汇纂:最高人氏法院公报民商事案例（1985—2010）》’北京大学出版杜20l1年版。

@唐亚南: 《深化审判管理;彰显公乎正义》’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3月8日.

o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3月18日°

@杜万华总主编、刘德权副总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判例集要》 （合同卷〉’ 中国氏主

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o傅郁林: 《论最高法院的职能》’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人民法院审判经验集苹》’人民法院出版社2＂9年

版,第1页°

0根提最新公布的数据, 2013～2017年’最高人氏法院审理案件82383件’审结79692件’

年均审理案件仍超过1万件,数据米源参见周强: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9年’最

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8498件、审结3“81件’比2018年分别上升10.7％｀8.2％.数据来源参见

周强: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大数据报告

二、研究方法综述

最高法院的案例是-座蕴藏丰富的智慧宝库,然而’矿藏再丰富,也不能自动

出产成品。如何有效地分析和利用这批珍贵的司法资源’进-步揭示法官思维’总

结认知模式’探索审判规律’在此基础上厘清法理脉络’反哺司法实践’廓明前进

方向’乃至形成学术共识,提高研究水平’推动法治文明’是摆在每＿个有使命感

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前沉甸甸的任务。

综观现有的各种案例研究方法,有其突出的传统优点,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

笔者努力将其划分为实务和理论两个层面’以便进-步分析研究。需要说明的是,

实务与理论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分’并非十分严格和纯粹,两种方法之间’也并非完

全截然分明,而是常常互相渗透’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

1.实务研究方法

所谓实务研究方法’一言以蔽之’主要是案例汇编法’包括对最高法院公布的

各类案件的收集、整理、加工、提炼和解析’研究对象既可以是最高法院发布的全

部案例（尽管这极为少见）,也可以是其中的部分案例,还可以根据需要’确定为某

-类型的案例°@最高法院各民事审判庭以及法宫、从事司法实践的法律工作者如律

师,以及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均大量地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以便直接或协

助解决当下迫切的法律问题。

2.理论研究方法

（1）法律关系分析法

按照权威学者的定义’ “所谓法律关系分析的方法,是指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

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地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三段论的适用以准确适用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的-种案例

o笔者在广义上使用“案例汇编,’概念’包括对案件的法理解析’有学者也称“案例指导方

法,’ ’但金赛波、冯守尊编著的《票据法案例精选》’黄毅主编｀周王华编著的《最新银行法经典疑难

案例判解》等’也收入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氏商亭案例。显然小于案例汇编方法’参见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此外’鉴于本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故不

单独评论个案研究’也不否认个案研究的独立价值°尽管笔者认为’即使是个案研究’也宜放入整体

对象中’才能史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亨实上’刊登在《法学研究》《判解研究》《知炽产权判解研

究》《役权法评论》等专业法学刊物上的很多个案研究’往往都是案件的类型化研究’早已摆脱个案

视角的狭隘性。对此’学界也有共鸣: “就某一法律问题的研判法院的立场,对系列案件的研究或许

比个案研究史有价值°,,解豆主编: 《南京大学判例评论》 （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