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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上的发言 按语：2007年12

月22日，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

明理楼成立。在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的主持下，大会

通过了《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然后，由理事

会选举产生了由39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全国律师协会宪法

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律师当选为首任会长，清华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王振民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杜万华法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彭东检察官分别当选为副会

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教授被选为秘书长。鄙

人与其他38位同仁（有法官、检察官、教授、律师、仲裁员

、媒体从业人员等）同时当选为常务理事。在成立仪式上，

鄙人也应邀作了发言。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赞成赵大光庭长(最高人民

法院行政庭)说的话，尽管他已经离开会场了，但我还要对他

这块牌子表示敬意(笑)。因为他说了一句代表我们心意的话

。他说，我们这个案例专业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叫方

向(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的人到这个会上来了，这就说明

我们案例研究委员会的方向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笑)。在这里

，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跟有方向主任的关系，我曾经是《中

国律师》杂志的总编，方向主任过去也是《中国律师》杂志

的总编。大家看到在主席台就座的方向主任，尽管看起来很

年轻，但他是我的前辈、过去也是我的领导。因为他是我们



杂志社的第三代领导人(笑)，而我只是他的继任者。我参加

过中国法学会好几个研究会的成立仪式，我看方向主任也不

是都去。所以，今天我们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因为

方向主任的到来与主持，使我们研究会肯定也不存在方向问

题。这样，我觉得在方向的正确指导下，我们案例研究委员

会发展的路径肯定也是宽广的。 作为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一

名新当选的常务理事，我想用五句话来概括我的发言。过去

我更多的是代表律师说话，现在我不能再代表律师说话了。

在场的徐家力律师过去老说我是“变色龙”，他说当我面对

律师说话时，就说自己代表媒体。当我面对媒体表态时，就

说自己代表律师。我现在不在律师界了，已经成了律师界的

退休干部了。所以，今天我的发言既不能代表律师，也不能

代表媒体，那我只能代表未成年人了(笑)。很有意思，我们

这次会议提供的案例中，就有一个跟我们青少年有关的，是

一个涉及绿卡子女高考报名权的案例。 今天，我很高兴看到

大家对成立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定位。方向同志说，他对

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寄予厚望。高铭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说，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件大事、一件盛事

、一件喜事。王保树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说，这是一件有

意义的事。杜万华庭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说，这是

一件好事。赵大光庭长说，这是一件有创意的事。黄海龙厅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副厅长)说，这是说一个大趋

势。里红秘书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说，这是一件

与时俱进、不断出新的事。王红松秘书长(北京仲裁委员会秘

书长)说，这是一件基础性的事。到了我这里，我要说，这是

一件难事，是一件需要不断付出努力、克服难关、解决难题



的难事。 我想，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解决我们专业研究

委员会的定位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委员会研究的

案例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所谓案例，实际上就相当于我

多次打过的一个比方：案例就像是作家的故事、诗人的诗集

、记者的作品、歌手的唱片；是经济学家的数据、哲学家的

比方、语言学家的造句、军事家的战例；是政治家的政绩、

运动员的成绩、代理商的业绩。然而，在法律上来讲，案例

就是过去成功的业务积累。对于法官和律师来讲，就是你一

生办案的总结。比如说，坐在我对面的徐家力律师(北京隆安

律师所)现在已经做了一百个上市公司的案例，别人请他做律

师的时候他就可以什么都不用说。就说这一百个上市公司的

法律意见都是我做的，别人什么也不用说就知道了。同时，

诉讼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做过哪些著名的案件、做过哪些知

名的案例，人家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律师了。所以说，案例

是法律人最好的语言。 那么，案例究竟是什么呢？从学术上

定位来讲，我觉得案例研究应该有三个定位。第一、从法律

上讲，它是体现成文法律的补充性。当法律存在不清、不足

或不够的时候，我们靠什么？靠司法解释，靠司法解释也是

不够的，有的时候需要靠判例。尽管我们国家不叫判例，而

把它叫做案例。我相信这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案例对法律的

补充性作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刚才杜万华庭长所

说的那样，我国的传统就是有法依法、有律依律、无律依例

。第二、从业务上来讲，它是体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这

种指导是法律业务上的指导、是上对下的指导、是全国对地

方的指导。在司法实践中，除了法律的指导，就是案例的指

导。尤其是在我们内部讨论案例的时候，更有指导意义。一



般都是说，什么案子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给了我们一个

新的思路。有的时候，律师找不到司法解释的时候，就可以

说最高法院公报中有一个什么案例，跟我这个案子基本上是

一致的，可以作为借鉴参考。这是指在审判业务上的案例指

导作用。第三、从工作上来讲，它体现的是一种辅助性作用

。不管是审判工作，还是检察工作，或者是律师业务，都有

可能需要通过先前案例来寻找依据，帮助工作。当一个案子

我们无法用法律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案例来解释。在

英美法系国家，一个案例可以代替一本书，一个判例可以改

变一个时代。案例尽管因为没有约束力而不能直接援引，但

可以起到可观的辅助性作用。 第二，我们这个案例研究专业

委员会要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要研究什么方面的案例？我认

为，要研究大概以下三个方面的案例：第一是热点案件。大

家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每天纷繁复杂、纷纷扰扰，很多新鲜

的、复杂的案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案件隔一段时间就

会呈现出一个热点。我觉得，这些案件、这些热点问题，对

社会来讲具有导向性作用，所以，研究这些案例是首当其冲

要面临的事情。第二是难点案件。有时，大家觉得这个案件

这样解决也可以，那样解决也可以，这就很值得研究。比如

说，前不久发生的“拒签”事件，就很有讨论价值。医院是

否应当承担责任？死者的丈夫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都是值

得讨论的。第三是盲点案件。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是重视

热点、难点，但是往往忽视了一些本该关注的事件，那就是

社会的盲点。这些盲点，常常就是可能被人忽视，但是又对

法制的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比如刚才我讲到的高考移民

报名权案件，就是被社会忽视的盲点案件。其实，往往是一



些很小的案件，反而可以折射出大道理、大法理，所以我们

需要加强研究。如果说，热点案件是流行歌曲，难点案件就

是交响乐，那么，盲点案件就是民族器乐。民族器乐往往被

人忽视，但它又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特色，需要发扬光大。 第

三、我们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怎么做？我觉得，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要有一个好的机制。我们要用一

种机制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研究者与实践者结合起来

，把教学者与实践者结合起来，把案例与实践结合起来。我

觉得，有可能在若干时间以后，我们这个专业委员会将不再

是跻身于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下面的一个专业研究委

员会，很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一个案例研究研究会

，这样就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所作的案例研究，不仅仅

要有利于法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法学人才，推进法治进

程。今天当选的常务理事中有法官、律师、检察官、仲裁员

、媒体，但是这么多人怎么组合在一起，就要有一个好的机

制，进行资源的整合。不是说开一个会就完了，还要有长效

机制。二是怎么展现我们的成果。我们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

在对有关案例的研究结束之后，需要整理成果，需要展现成

果。那么，这个成果怎么展现就需要认真研究。三是我们通

过什么载体来展现我们的成果。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定

要重视媒体的作用。通过媒体展现我们的成果，可以有效地

扩大我们的影响。通过媒体还可以使我们的眼界更开阔。这

个媒体，我认为除了报纸、杂志、网络，还有图书以及其他

新兴媒体等多种媒体。 第四、案例研究委员会要达到什么目

的？一是提升法律人尤其是法科学生的判断能力。如何法律

的内涵、法律的渊源、法律的精髓，这是我们法律人的基本



功。二是提升我们法律人的分析能力。对案例的分析，实际

上就是一种锻炼法律思维、法律方法的过程。对案例中反映

出来的问题进行反思与辨析，有助于我们把握立法的深意和

裁判的规律。三是提升我们的表达能力。理解案例、研究案

例，最终还是要解释案例。解释案例，解释案件的法理基础

与思维过程，就是我们法律人的一种表达能力。 第五、成立

案例研究委员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有利于法学教育。刚才讲了，通过诊所式教学，通过

案例式启发，可以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

力。从法学教育角度来看，表达、表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案子你怎么解释他的案由、法理，体现的就是一种表达能力

。放宽视野，我们来看看究竟是用案例教学，还是用法理教

学效果更好一些？我认为还是案例教学好一些，我们原来上

大学学刑法的时候讲到什么是“故意”和“过失”，我们就

总是弄不明白。没有办法，我们只好靠死记硬背。比如说“

故意”，如果用一个案例来说明，我们就知道究竟什么是明

知而希望，什么是明知而放任。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

“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二是有利于业务实践

。从业务实践来讲，我们需要通过案例来总结经验、凝聚智

慧、提升技能。具体说来，就是法官判过的案子，有没有可

能通过他的嘴、他的笔，告诉大家这个案子的判决思路是什

么样的。如果你是自由心证，这个自由心证的思路是什么。

同样，检察官为什么要以这个案由提起公诉，或者说为什么

要以这个理由提起抗诉。这都是从思路当中理解思考的过程

。对律师来讲，有些案子我们需要进攻，有些案子我们需要

防守。怎么进攻、如何防守，这都是可以通过案例来了解、



来总结的。所有这些工作，都有助于法律人的实践。三是有

利于推进法治进程。我们中国的法治需要一步一步地推进，

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半步半步地来推进。这个半步，就可能

是一些经典性的案例，也就是我们通过解决一些具体的法律

事件、法律案件来推进法治进程。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

就更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作为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一

位常务理事，我对案例尽管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什

么案例教学的实践，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刚才各位的发言

给了我很多启发。所以，我就讲了以上五个方面的体会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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