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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6_B5_85_E

8_B0_88_E5_9B_A0_E6_c122_480402.htm 因果关系是客观规律

，在法学上因果关系就是事实或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民事案

件确定侵权责任，刑事案件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每一个法律

事实的分析都离不开法律因果关系。在法律上没有对因果关

系进行过精确的定义，而是通过描述和分析确定因果关系的

技术方法来代替因果关系的定义。因果确判逻辑公则就是一

种常见基本的探求法律因果关系的工具。 这种逻辑方法最早

有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由英国逻辑学家穆勒系统总结出求

同法、求异法、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等五种方法，这就

是著名的“穆勒五法”。 求同法是对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确

定的常用方法，俗称异中求同，求同除异。就是说在不同因

素中排除不同找出相同的一个因素，确定因果关系。这个相

同的因素是结果的直接的、必要条件的、近因的，而被排除

的是间接的、相当条件的、远因的。求同法在法律领域多运

用在刑事侦察实验中，为了验证实验结论，应该找个体差异

大的人做同一个实验题目，在不同点多比较中看得出同一结

论，找出共同点。 求异法是在同中求异，就是说相同的原因

在不同的场合下每次只有一个原因不相同的，就可以确定是

原因。从头绪繁杂的事态中明察秋毫、捕捉细微差异是良好

的法律思维习惯。驾轻就熟的掌握好此法不仅可以正确无误

的把握法律关系还能于细小末节处发现可能隐含的未知事实

，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功效。 并用法是同时使用求同法和

求异法。例如：某公安局在全市扫黄集中行动中，发现有几



次行动前消息被泄密，为了查找泄密人就使用了并用法来查

找原因。具体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把九次会议发生泄密的

四次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列名发现刘某某均参加；第二步，

把没有发生泄密的五次会议人员全部列名发现刘某某参加；

第三步，比较正反两组场合，把刘某某参加会议比作A，泄

密比作a，求同法的结论就是有A就有ａ，求异法的结就是

无A就无a，说明 A和a有因果联系。这种方法就是先求同后求

异，两者并用可靠性较高。 共变法简单的说就是在所有被考

察原因中不变因素排除，找出有变化规律的原因，再找出这

个变化同结果变化之间有无联系来确定真正原因的办法。自

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民事证据规则，规定了当事人举证时

限，并规定超过举证时限的证据除非是新证据否则不能被法

院采纳后，基本改变了原来诉讼双方当事人你静我静你动我

动，你出示多少证据我就用多少证据来对抗的局面，有甚者

甚至把证据放到二审时使用。老的证据对抗体制不无共变思

维的影子，因为共变思维是动态的思维模式，要求善与掌控

全局和随机应变能力，在新的证据对抗方式中，不会留给你

过多的准备时间，灵活运用共变逻辑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 

剩余法对多个复杂现象找寻真因的通用办法，可简单概括为

“剩因推剩果，剩果推剩因”。这种方法解决双重因果法律

关系问题，属于多因多果现象，在民事侵权案件是应该判决

按份共同责任还是连带共同责任的问题。例如：尸体检验报

告证实受害人被钝器、皮鞭和刀具致死，公安机关抓获了三

个犯罪嫌疑人，并从三人身上起获了凶器钝器－铁锤和皮鞭

，但是没有找到刀具，为此公安机关确信还有未抓获的使用

刀具的犯罪嫌疑人。这种推理方法就是剩余法的运用，剩余



法的逻辑思维要求律师分析事实要周密阐详，尽可能滴水不

漏。 因果确判逻辑公则不仅是探求法律关系之间因果联系的

方法，也不啻是律师从事法律实务活动应该具备的思维武器

和方法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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