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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6_98_8E__c122_486165.htm □当前正是我国社会

结构产生巨大变化、矛盾和纠纷不断凸显的时期，各类矛盾

和纠纷必然集中反映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诉讼案件中。妥

善处理这些矛盾和纠纷需要加强应用法学研究，需要提出适

应社会发展、体现公平正义、符合法律精神的裁判思路。 □

应用法学研究必须把握时代脉搏。离开了所处的时代，应用

法学研究就没有生命力。 理论产生于实践，理论又反过来指

导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也是对开展应

用法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为人民法院工作中一项不可或缺

的基础性工作，加强应用法学研究，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

近30年来，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在我国备受重视，法制建设

取得了显著进步，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法学研究日益繁荣和

发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法学研究也存在不足和隐患，其

中较为突出的是，对法律在现实生活中适用的研究和关注还

不够，应用法学研究相对较弱。 充分认识应用法学研究的重

大意义 人民法院加强应用法学研究，对于增强司法能力，提

高审判工作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认真

开展应用法学研究，是提高审判工作质量、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对人民法

院的审判工作和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正是我国

社会转型、社会结构调整、矛盾和纠纷不断凸显的时期，各

类矛盾和纠纷比以往更加集中反映到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诉

讼案件中。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和纠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需要加强应用法学研究。法官通过对大量疑难案件和法律

问题进行认真研究，通过对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司法工作措

施和机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加深对各项法律制度、法律政

策的理解，从而提高处理矛盾、化解纠纷、适用法律的水平

和能力，最终提高法官队伍的司法能力，提高审判工作的整

体质量，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作出贡献。 其二，认真开展应用法学研究，是探索司法工

作规律、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是国家

的司法机关，是法律实施和适用的重要环节，也是法律与社

会之间的连接点。人民法院的中心工作是通过审判案件处理

大量的现实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相对于其

他法律职业人士，法官能够直接接触大量的各种类型案件，

直面庭审的激烈辩论，经历法律思维的全部过程，对裁判结

果的形成及其理由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社会的矛盾、司法

的功能和法律的丰厚内涵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对司法工作规

律、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正与效率，有更加独到的见解。

法官有着从事应用法学研究包括案例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法官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加强应用法学研究，在探索司

法工作规律，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其

三，加强应用法学研究，是统一法律适用、维护法制统一的

必然要求。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审判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

务。然而，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法律的平等

、统一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加强应用

法学研究、及时总结审判经验而承担起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统一的神圣使命。我们每一位法官都会有这样的体会：社会

现实与法律实践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大量新



类型、疑难复杂的法律问题不是都能在法学书籍上和法律规

定中找到现成的答案。简单地说一句“法官要依法断案”是

远远不够的，唯有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潜心研究。有研究

的司法工作和没有研究的司法工作水准不一样，价值不一样

，在统一法律适用、维护法制统一的效果也不一样。 应用法

学研究必须把握时代脉博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

所处的时代背景，应用法学研究则更是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

步息息相关，离开了所处的时代，应用法学研究就没有生命

力。 理论法学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学一般理

论，重在探寻科学的体系、基本理论和价值。而在应用法学

研究中，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原则，立足我国基

本国情，不断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经验，注意

吸收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在立足于解决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

同时，关注在中国基本国情之下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方向和

目标，提出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运行过程中解决具体问题的

方法和答案。 要紧紧围绕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确保应用法

学研究的质量。公平正义是人类活动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

会的核心价值。同时，公平正义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

心价值，是一切法律活动包括应用法学研究活动的支撑。公

平正义本身就是应用法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检验应用法

学科学性的主要标准。没有公平正义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

。全国法院在开展应用法学研究以及在各项审判工作中，都

要认真研究如何坚持秉公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坚持公正与效率并

重，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任务落到实处，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案例的作用 案例研究是人民法院应用

法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人民法院的中心工作是审理案

件，每一个审结的案件，特别是其中的新型、复杂、疑难案

件无不凝聚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案例研究对于总结司法经

验、指导审判实践、推动法学发展、提供立法素材具有重要

作用。为最大程度地发挥案例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人

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

指导制度。而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案例的研究和开发

深度。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负责编辑、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

版的《人民法院案例选》是进行案例开发和研究的重要载体

，要进一步改进工作，做好案例研究和开发工作。 首先，将

案例的研究和开发作为体现司法智慧、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

途径。案例全面记载了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法官的裁判过程

和裁判理由，反映了法官的裁判方法，以其直观性和灵活性

发挥着对审判实践的指导作用。案例的研究和开发有利于总

结和交流审判经验，有利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法官分享

司法智慧。一些法官培训机构已经开始运用案例教学方法改

进培训模式，提高培训效果。实践表明，加强人民法院案例

的研究和开发可以汇聚整个法官队伍的智慧，为正确、有效

地履行司法职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一正

确的研究方法，把它作为提高法官司法能力的重要途径。 其

次，注重挖掘案例对于法律的解释和发展功能，归纳出具体

的法律规则，构建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条文适用于具

体案件之后才有生命。具体案例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同时也

是对法律具体含义的阐释与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过案例



的结论所体现的裁判规则，对成文法规范完成“具体化”的

过程。在大陆法系国家，随着法院判例制度的发展，由司法

裁判所确立的具体法律规则越来越多；在普通法系国家，判

例规则构成法律规范体系的主体。中国虽然不搞普通法国家

的判例制度，但通过案例所体现的裁判规则的作用将逐渐获

得其应有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开发和研究案例时，应当注重

对所蕴含的规则的总结归纳，以丰富法律规范体系，确保法

律的正确实施。 最后，整合力量，资源共享，提高案例研究

水平，齐心合力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目前，我

国正在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这对案例的研究和开发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抓住这一契机，对编选案例的渠道

、格式、平台进行整合，以适应审判工作对案例指导和案例

研究的需要。 加强应用法学研究，是提高司法能力、实现司

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法院职能发挥的基础性工作，是

人民法院应当承担的一项社会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