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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F_95_E6_8A_80_E5_c36_54054.htm 笔者在基层人民法庭从

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就民法案例的分析方法，结合有关学者

的论述，谈一点粗浅的认识。笔者以前曾在校学习化学分析

，认为与案例分析有相近之处。化学分析首先是定性分析，

即待分析物品的成分，然后是定量分析即确定每种成分的含

量。民法案例分析也有类似的“定性”与“定量”。原告起

诉至人民法院，法院立案部门作形式审查以后，认为符合立

案条件，予以受理，案件分配到主审法官手中，案例分析就

开始了。就象拿到分析样品一样，接到一个案件，首先要有

一个大致的定性，这个案件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可能是什么，

争议的焦点在哪里。然后，在被告递交答辩状以后，就可以

初步设定双方的争点，通过证据交换，运用证据规则确定法

律事实。这类似于化学分析中的定性。怎样处理案件，就类

似于定量分析了。在现代化学分析技术支持下，同一个样品

，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应是唯一的。但是，

长期以来，在民法案例的分析中，我国一直缺乏一套规范、

严谨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学识，思维方

式来分析案例，欠缺一种规范的分析方法。在实务中，有一

些法官常常先确定了事实，然后就凭想象，直接得出结论，

然后再为了支持结论去寻找一些法律依据；也有的判决中，

事实清楚，法律适用也正确，但是没有对事实和法律的适用

进行分析，欠缺说理；还有的从事实就直奔结论，没有推理

过程。这些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实务中逻辑三段论和民法



解释学的方法不能得到广泛地认可和采用，判决缺乏说理性

。使民众对法律的公正性持疑。往往同一种案例经过两位法

官审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时甚至相反。因此，探求一种

规范的严谨的方法去分析案例，已成为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 一、案例分析方法的特点 案例分析方法属于法学方法论的

组成部分，是指采用一种规范严谨的方法探讨每一个个案，

以准确地认定案件的事实，正确地适用法律，最后得出公正

的结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1、案例分析方法必须具有一定

的规范性。它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案例，

而不是每一个案例就有一种方法。 2、案例分析方法不仅是

一种案件事实的分析方法，同时也是法律解释的工具。案例

分析不是单纯地确定客观事实，重要是为了确立一种法律上

的事实，一种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也就是确认三段论

中的小前提。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法律的适

用，即如何使小前提符合大前提，这样必须对适用的法律（

即大前提）进行解释。 3、案例分析方法需要遵循一定的逻

辑思维结构。案例分析方法的展开其实就是形式逻辑三段论

的过程。三段论在司法中的运用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 二

、探讨案例分析方法的意义 法学方法是民法理论的灵魂，民

法学就是民法解释学，表明法学方法论的基础性建构作用。

探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于有效地沟通理论和实务，为理论的

发展提供素材和动力，指引和规范司法裁判的实务操作具有

重要作用。 1、有助于限制法官任意裁判，保证法律的安定

性。法律推理本应是一个演绎的过程，采取三段论的模式：

大前提是“找法”，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是确

定案件事实；最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抽象的



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得出结论，即判决意见。而目前我们

的一些法官，他首先确定判决结果，然后在法律条文和案件

证据中寻找依据，即学者所谓的“被倒置的法律推理”。使

判决结果成了法律推理的指南。至于这个判决结论怎样被确

定的，却不得而知了。因此，案例分析法的确立有助于约束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法官依法裁判，从而维护法律的安

定性，促进法治的实现。 2、有助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仅

凭自己的法感断案，不能带来可靠的公正，法官只有采取循

序渐进的方式，才尽可能地达到以普遍或平等原则为基础的

公正。法学分析方法体现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使得司法成为

一个技术性的过程。裁判的技术化、形式化，使得判决书的

公开和监督成为可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增强判

决书的说理性和透明性。判决书公开使得法官的推理过程和

论证方法受到公众的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 3、有助于司

法效率的提高。案例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化的程式，可以提高

法官思维的明确性，简化思维的过程，避免分析案件的思维

误区，从而使得司法裁判更具有效率，并且保障审判的质量

。法官面对一个新的案件，不必考虑从何处下手，只需按照

分析方法指引的步骤操作即可。因此，案例分析法可以与流

水生产线相比较，使审判效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大为提高。 

三、案例分析的两种基本方法之一：法律关系分析法。 （一

）法律关系分析法的特点。 法律关系分析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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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

三段论的运用以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的判决的一种案例

分析方法。法律关系分析法的特点主要在于通过理顺不同的



法律关系，就是要判断在一个民事案例中，首先确定不同的

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权利义务内容；其次要确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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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适用法律。这种方法的特点

在于： 1、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首先着眼于对案件事实的考

察，在此基础上再适用法律，把案件事实的分析与法律的适

用作为两个步骤。 2、它是对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全面考察，

而不仅仅对法律关系的某一特定内容，即请求权的考察。采

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种法律关系。

一种法律关系中，可能有多个权利，而不仅仅包括请求权。

3、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是法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

。其不仅是一种案例分析的方法，而且适用法字研究和民法

体系的构建。 （二）法律关系分析法的步骤 1、考察案件事

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第一，明确争议点及与相关的法律关

系，即明确争议焦点，围绕该焦点还有哪些相关联的法律关

系，二者关系又如何。第二，确定是否产生了法律关系。如

果根本没有产生法律关系，则剩余的问题无须考虑。第三，

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如分析究竟是合同关系、侵权关系、

无因管理关系还是不当得利关系。确定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性

质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很大。第四，分析考察法律

关系的各要素，即考察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首先

确定法律关系的主体，谁向谁主张权利，是否与法律关系发

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确定具体的

主体是谁，然后确定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是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这种权利义务

内容，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现。任何个



人和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必然要享受民

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明确权利义务的性质、效力、行使

对于分析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债权为对人权，具有相对

性，只能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约束力，原则上只能对相对人主

张；物权为对世权，任何第三人侵害皆产生排除妨害及侵权

责任。最后，明确法律关系的客体。法律关系的客体，又称

为法律关系的标的，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所指的对象。例如物

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是债务人的给付行为。如果没有

客体，民事权利和义务就无法确定，更不能在当事人之间分

配权利义务关系。第五，是否发生了变更、消灭的后果，以

及考察变更、消灭的原因何在。法律关系的变动包括法律关

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法律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

据客观事件以及当事人的意志和行为发生法定的或意定的相

应变动。如权利的取得、丧失，权利内容或效力的变更等。

法律关系的变动必有原因，法律事实必须能够引起一定的法

律后果。考察法律关系变动的客观后果，首先重点分析关系

何时产生，其次考察关系是否发生变动，最后确定关系是否

已经终止。此外，法律关系存在的时 间和地点对于案例分析

具有重要影响。时 间对于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的计算、要约

与承诺期间的计算、清偿期的到来、失权的效果等具有重要

意义。地点对于清偿地的确定、风险负担、司法管辖，准据

法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考察法律适用在确定案件事实（

小前提）的基础上，查找适用核心关系有关联的法律关系的

法律规范（大前提），这一过程就是逻辑三段讼运用的过程

。上述对法律关系的考察实际上是对案件事实的客观分析，

在确定法律关系的事实之后，应当进一步探讨法律规范搜寻



的问题，即查找适用该法律关系相关联的法律规范。在案例

分析的过程中，运中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公式，不是首先寻找

大前提，而是先确定小前提，即对事实的认定，然后再寻找

大前提。因为法官必须首先接触和认识案件事实，对事实有

了基本的了解后，才能有目的地寻找法律规范。在确定了小

前提后，将照三段论方式推理，将小前提套入大前提，最后

得出结论，即判决结果。因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就是对三段论的推理过程的高度概括。 法律关系分析

法需要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但绝非机械地适用法律。有

人认为，法官好象一个自动售货机，只要把法律条条文和法

律事实象硬币一样投进去，判决就象商品自动售出，这显然

是脱离实际。法律规范的内涵并非一目了然，法律概念的内

涵外延的边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法律规范必须经过解释才

能适用。另外，法律认定的事实也只是相对的事实，而非绝

对的客观真实。因此，法律的适用，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

而是需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搜寻法律规范，即

查找适用案件主要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首先要根据法律关

系的性质判断来搜寻相关法律规范，例如合同关系主要搜寻

合法的有关规定；其次区分任意性法律规范、强制性法律规

范。因为如果是任意性规范，则当事人的约定优先，此时以

约定作为规范的基础。如果是强制性规范必须适用。最后，

法律规范与法律关系的连接，此时，就进入了法律解释，某

项法律规范能否适用，必须通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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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