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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方法论》

内容概要

《法学方法论》是一部系统总结如何在司法裁判中具体适用法律的方法及其规律的力作。作者在书中
紧扣司法三段论的一般原理，阐述了如何正确寻找裁判依据、认定要件事实．并寻求法律规范与事实
要件正确的连接。作者归纳了几种适用法律的具体方法，并对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如何解释法律
、进行妥当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作者对法官在裁判中的说理论证的方法和
规则，以及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等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力求为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提供具
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作者在书中还对法律人应当具备的法律思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不仅为法官公
正司法提供了方法的指引，而且为法律人掌握法律适用提供了方法和技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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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方法论》

作者简介

王利明，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
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曾获“
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长江学者等奖励。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违约责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
》（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改革研究》（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
果一等奖、吴玉章科研基金三等奖）、《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合同法研究》（第一、二卷），《民法总则研究》（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物权法草案
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民法典重大
疑难问题之研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主编或合着《民法
新论》（上、下册，获北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
学术专著优秀奖）、《民法·侵权行为法》（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届
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格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
《合同法新论·总则》；主编或合著司法部本科统编教材《侵仅行为法》、《人格权法》、《民法教
程》（获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教材《民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民
法》（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合同法》以及多本本科、研究生教材和高级
法官班教材：编著《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四卷本）等案例教材：
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5辑）和学术论文百余篇。

    王利明教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重要成员，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专家建议稿的
起草与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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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导论　第一章　法学方法论概述　　第一节　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法学方
法论的研究对象　　第三节　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的关系　　第四节　法学方法论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
系　　第五节　法学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第六节　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第二编　司法三段论　第二章
　司法三段论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司法三段论概述　　第二节　司法三段论的功能　　第三节　
司法三段论的发展　　第四节　司法三段论运用的基本要求　　第五节　司法三段论与其他方法的综
合运用　第三章　大前提——法律规范　　第一节　司法三段论中的大前提　　第二节　找法的基本
路径　　第三节　法无规定时的找法方法　　第四节　大前提的规范效力等级　第四章　小前提——
法律事实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确定小前提的步骤　　第三节　要件事实的整理　　第四节
　事实要件与规范要件的互动　第五章　连接——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结合　　第一节　连接是司
法三段论的直接目的　　第二节　连接的目的　　第三节　连接的步骤　　第四节　连接过程中的目
光往返流转　第六章　连接的典型方法　　第一节　法律关系分析方法　　第二节　请求权基础分析
法　　第三节　案例指导方法　第七章　自由裁量及其限制　　第一节　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和特
征　　第二节　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原则　　第三节　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的依据　　第四节　自
由裁量权行使的规范第三编　法律解释学　第八章　狭义法律解释方法　　第一节　狭义法律解释方
法概述　　第二节　文义解释　　第三节　体系解释　　第四节　当然解释　　第五节　反面解释　
　第六节　目的解释　　第七节　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　　第八节　历史解释　　第九节　社会学解
释　　第十节　合宪性解释　第九章　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具体化　　第一节　不确定概念的具
体化　　第二节　一般条款的具体化　　第三节　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类型化　第十章　法律漏
洞的填补　　第一节　法律漏洞填补概述　　第二节　类推适用　　第三节　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
缩　　第四节　基于习惯法的漏洞填补　　第五节　基于比较法的漏洞填补　　第六节　基于法律原
则的漏洞填补第四编　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　第十一章　价值判断　　第一节　价值判断的概念和作
用　　第二节　价值判断的理论发展　　第三节　价值判断的具体运用　　第四节　价值体系及其冲
突　　第五节　价值位阶与判断　　第六节　价值判断的适用步骤　　第七节　对价值判断的规范　
第十二章　利益衡量　　第一节　利益衡量概述　　第二节　利益衡量的方法　　第三节　利益衡量
的原则　　第四节　利益衡量的具体运用第五编　法律论证与法律思维　第十三章　法律论证　　第
一节　法律论证的概念及功能　　第二节　法律论证的理论发展　　第三节　法律论证的功能　　第
四节　法律论证方法　　第五节　论证负担规则　　第六节　论证程度区分　　第七节　法律论证与
证成　第十四章　法律思维　　第一节　法律思维概述　　第二节　法律思维的类型　　第三节　法
律思维在裁判活动中的运用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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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方法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3）考察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在找法的过程中，规范包括了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例如
，《合同法》第99条规定的“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这些都属
于积极要件；该条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则属于消极要件。只有在积
极要件被充分满足，而消极要件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法条才能被援引。这就必然要求在援引该法条
时，不仅要考虑积极要件，还要考虑消极要件。再如，《合同法》第73条第1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
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
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此处所说的“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就属
于除外要件的规定。消极要件常常表现为特别规范，要优先于一般规则适用。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实
际上包含了请求规则和抗辩规则、责任承担规则与责任减轻或免除规则。民事纠纷的处理，最终涉及
的是责任承担问题，在具体案件中，正确地确定责任，必须依完整的责任规则加以考虑，缺少任何一
个方面，都可能导致片面化，不能正确确定责任。法律规则与生活经验的差异在于，在生活中，“欠
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说法是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在具体案件中，原告主张“欠债还钱”时，法
官所应考量的，并不仅仅是债权债务关系本身，还包括诸如是否存在时效、同时履行以及债务是否应
当受到保护等抗辩。例如，相邻两户中，一家的大树被大风吹倒，倒在邻家的土地上，树木的主人要
求返还树木，按照一般的“拾金不昧”的道德观念，邻家应当返还树木，但是，作为一个思考缜密的
裁判者，其还要考虑树木是否造成邻人的财物毁损、是否需要支付返还树木的费用、是否可行使留置
权等，这都不能按照一般的简单道德观念加以处理。以前述“美容失败案”为例，将该案作为合同案
件处理和作为侵权案件处理，抗辩事由有重大差别。如果将其作为合同案件处理，其抗辩事由是简单
的，只有不可抗力和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如果作为侵权案件处理，则抗辩事由更为广泛，不仅包括《
侵权责任法》第三章所包含的抗辩事由，还可能包括《侵权责任法》在医疗责任中所规定的抗辩事由
。法官必须要确定这些抗辩事由是否存在后，才能最终确定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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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方法论》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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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寄到我这儿时看上有些旧了，严重影响心情！但在同一个包裹里面的其他书倒是不错！
2、很好的精品，喜欢王老师的著作。。
3、教科书式的论述，严格按照概念特征功能作用跟比较研究那一套，里面所讲的内容已经可以说是
熟悉的。总之书很厚，完全可以按照目录直接找到自己想看的内容即可。
4、王教授，可谓民法、法理学、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等学科的全能型人才，在中国是空前绝后。我
们国家的出书、研究倒是紧跟潮流，什么书攒钱就出什么书，什么研究热就研究什么，而不管自己到
底擅长什么！王教授根基于中国法学、留美后倒成了大陆法系学者。出书是最快、最多的，估计攒钱
也一样。我们学子读完本科忙司考，忙完司考冲公务关，我们的学者应付检查、晋级评优、教学出书
，压力真够大。读书还有多少时间？研究还有多少心思？时光有限，还是读薄一点的书吧。对法学方
法论有兴趣的，读拉轮次的《法学方法论》和梁慧星的《民法解释学》足矣；想了解这方面知识的，
读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和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想用方法论知识解决相关问题的，多读王泽鉴的天
龙八部即可，这些方法论的知识会植根在你的知识体系之中，只是没有“方法论”的名分而已。
5、书籍非常经典。。。。。。。。。。。。。。
6、从理论上总结了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做法。有些经验老到的法律人可能自觉不自觉的都在按照书里
讲的那样去做。从理论上讲清楚更全面，更深刻。当然书里也指出了现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错误的倾
向。比如说裁判不说理，裁判规则“向一般条款逃逸”的现象。这样可谓是紧密联系实际。
   书里的一些观点让我等初入门者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7、关于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书，挺贴近实务的。
8、很期待，不错的，一定是好书的。
9、王利明老师的专注，对学习很有帮助
10、太他妈的坑人了，能发本新书吗？旧书也不用上你们这买啊，北京有的是旧书，贵的也就二三十
块钱！我花八十多不是为了买你一本旧书！
11、挺不错的书，正在学习
12、很厚的一本 老爸说不错~
13、从卡尔.拉伦茨到台湾学者杨仁寿，再到梁慧星教授的民法解释学，最后看到王利明先生的法学方
法论，一气呵成
14、很好很满意，我还想买几本。
15、内容很丰富的一本书，学法学的同学都应该看看呢。
16、很多人已经在路上，法治还会远吗？
17、不明白这本书为嘛这么贵，当当上算好点了，但还是贵。心痛
18、较有实用~
19、这书很好，初学者看起来也能看懂
20、书是越出越贵，但不知王先生研究法学方法论研究多久了。第一本相关的书——《法律解释学》
，是2011年2月出的。
21、有点枯燥
22、帮人家买的，不知道好不好
23、够我读一阵子了。
24、王先生的又一力作，虽还未曾细读，但看过两章感觉不错！
25、最近读了王利明先生的合同法研究和物权法研究，感觉受益匪浅，这本法学方法论应当也是王先
生的精品力作，对提高法律人的法律职业素养具有很高的价值，推荐同仁阅读！
26、说降价就降价
27、中国大陆最好的一本法学方法论
28、王利明是民法界高手.一直喜欢他写的书
29、书内容还是挺不错的
30、建议大家还是看看拉轮次、王泽鉴、梁慧星、杨仁寿的同类著作吧
31、内容很多，很全面，但大多是介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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