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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培养和训练法律思维与法律技能之目的，根据司法实践对法律方法的需要，结合有关判例、
法律解释实例和作者多年法官职业的直接感受，从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多个视角，对法律规范的
选择与适用，法律解释的理念与方法，裁判模式、自由裁量与漏洞填补等实践中最为关注的法律方法
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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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祥俊，男，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职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现任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高级法官。兼任中国科技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
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和中华商标协会常务理
事。
1982至1986年就读于华东政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86年至1989年就职于山东省菏泽中级法院。1989年
至1994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4年至1996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1996年至2001年就职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01年以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员、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2006年12月被中国法学会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9年、2011年被英国《知识产权管
理》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个知识产权人物”。
著有个人独著专作20余部，
主要有：《商标与不正当竞争法——原理与判例》（上、下册，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法律方法
论》（三卷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
版）、《中国集体企业制度创新》（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公司法要论》（人民法院出版
社1997年版）、《股份合作企业法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合同法教程》（中国公安
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反垄断法原
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中国现行反垄断法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
社2001年版）、《反不正当竞争法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公平交易执法前沿问题研
究》（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WTO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WTO法律的国内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法律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与漏洞填补》（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解释方法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
为的可诉性与原告资格》（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2005年版）、《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出版《法人
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合著专著10余部。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报
刊发表文章100余篇。
（以上内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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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方法论(第一卷)
——法律规范的选择与适用
前言
绪论：法律方法——探求法律答案的路径
第一章  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
第一节  法的界定与审判依据
第二节  法律渊源与审判依据
第三节  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
第四节  行政法规作为审判依据问题
第五节  规章的法律地位与参照适用
第六节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
第七节  法律解释的审判依据意义
第二章  非正式法源与审判依据
第一节  非正式法律渊源概述
第二节  政策或者公共政策
第三节  习惯与习惯法
第四节  一般法律原则的法源地位
第三章  法律规范的冲突与适用规则
第一节  法律规范的“不一致”与“相抵触”
第二节  国外法律规范冲突规则比较
第三节  我国法律规范冲突的适用规则
第四节  法院在法律规范冲突中的选择适用权
第五节  法律规范冲突的裁决机制与备案审查
第四章  异位法冲突的适用规则
第一节  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一般关系
第二节  上、下位法律规范相抵触的认定
第三节  实施性规定与上位法的适用关系
第四节  异位法适用的几个特殊问题
第五章  同位法相冲突的适用规则
第一节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第二节  变通规定与原规定的适用关系
第三节  后法优于前法的适用规则
第四节  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冲突的选择适用
第五节  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冲突的选择适用
第六节  部门规章冲突的选择适用
第六章  时间效力与适用规则
第一节  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与例外
第二节  实体从旧、程序从新与空白追溯
第三节  从新从优与从新从轻
附论  审理行政案件有关法律规范的选择与适用
法律方法论(第二卷)
——法律解释的理念与方法
第一章  法律解释概述
第一节  法律解释及其原因
第二节  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关系
第二章  法律解释的基本特性
第一节  注疏性、判断性与超然性

Page 4



《法律方法论（共3册）》

第二节  法律解释的创造性
第三节  法律解释的造法性
第四节  法律解释的价值衡量性
第五节  法律解释的静态性与动态性
第六节  法律解释答案的惟一性与非惟一性
第三章  法律解释权的演变、现状与趋向
第一节  法律解释权的演变
第二节  英美法官解释法律的当然职权
第三节  大陆法系由立法者解释到司法者解释
第四节  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权
第五节  福利国家与当代司法解释权的扩张
第四章  我国法律解释的体制及法律地位
第一节  立法解释与应用解释
第二节  法律解释的形式
第三节  法律解释的法律效力
第五章  法律解释的目的
第一节  主观说与客观说的分歧
第二节  德国与法国的解释目的学说
第三节  美国的主观说、文本说与动态说
第四节  我国法律解释目的分析
第六章  法律解释方法比较
第一节  法律解释方法概述
第二节  各种法律解释方法
第三节  各类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
第四节  英美国家法律解释方法
第五节  大陆法国家法律解释方法
第六节  欧盟法院法律解释方法
第七节  法院法律解释资料之比较
第八节  我国法律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资料
第七章  文义解释方法
第一节  文义解释概述
第二节  文义解释的优先性
第三节  通常语言与专业术语的关系
第四节  文义解释的变动性与非孤立性
第五节  不拘泥文义、荒谬结果与改正文本错误
第六节  同一法律术语的解释规则
第七节  国外文义解释之比较
第八章  体系解释方法
第一节  一则典型案例的启示
第二节  法律规范的语境化
第三节  合宪解释与体系解释
第四节  内在的价值体系与法律解释
第五节  “阐释的循环”与语境解释
第九章  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
第一节  历史解释
第二节  目的解释
第十章  限缩解释与扩张解释
第一节  限缩解释
第二节  扩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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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社会学解释方法与“两个效果的统一”
第一节  “两个效果的统一”与社会学解释的关系
第二节  概念法学、社会法学与法律解释方法
第三节  正确理解“两个效果的统一”
第十二章  同一解释原则
第一节  同一解释原则概述
第二节  我国对同一解释原则的适用
第十三章  法律解释的比较方法
第一节  比较法在裁判中的运用
第二节  在裁判中如何对待外国法
第十四章  例示性规定的解释规则
第一节  “等”字规定的学问
第二节  例示性规定的解释困境
第三节  例示性规定的解释规则
第十五章  反对解释等特殊解释规则
第一节  反对解释
第二节  当然解释
第三节  明示其一即排斥其他
第十六章  法律解释与宪法、法律原则及其他
第一节  宪法、法律原则与法律解释
第二节  影响法律解释的特殊因素
第十七章  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不同解释方法的互补关系
第二节  不同法律解释方法序位性之比较
第三节  我国法律解释方法的优先关系
附论  多种法律解释方法的同时并用
法律方法论(第三卷)
——裁判模式、自由裁量与漏洞填补
第一章  法律的常规适用与非常规适用
第一节  法律的常规适用
第二节  法律的非常规适用
第三节  法律适用的复杂性与辨证性
第二章  法律适用的形式性与实质性
第一节  司法的形式性与实质性的界分
第二节  形式性与实质性的价值和空间
第三节  我国法律适用的形式性与实质性
第三章  自由裁量与利益衡量
第一节  自由裁量的必要性
第二节  裁量与规则的关系
第三节  自由裁量的约束性
第四节  裁判中的利益衡量
第五节  公正与秩序的利益衡量
第四章  司法中的政治考量与政治智慧
第一节  司法的中立性与政治性
第二节  政治在司法中的作用
第三节  司法与政治智慧
第五章  司法中的学术观点与裁判意见
第一节  裁判意见与学术观点的关系
第二节  跨越“自我”与“非我”的鸿沟

Page 6



《法律方法论（共3册）》

第六章  司法裁判中的“求真”
第一节  对法律前提认识的误区
第二节  法律前提的“破”与“立”
第三节  司法中的实用主义
第七章  法律漏洞概观
第一节  法律漏洞界说
第二节  是否存在计划安排的漏洞
第三节  法律漏洞的限界、意义与原因
第四节  法律漏洞的类型
第五节  法律漏洞与几种近似情形的边界
第八章  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
第一节  法律漏洞的认定与填补
第二节  类推适用
第三节  法律拟制
第四节  目的性限缩
第五节  目的性扩张
第六节  领域漏洞的填补
第九章  裁判方法与裁判风格
第一节  裁判理由与法律解释风格
第二节  判决异议制度
后  记
（以上目录来自博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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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有实务经验也许理解起来会更好
2、非常好的一本书值得一看，结构清晰，逻辑清楚，非常值得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同志阅读。
3、有案例还不错 好理解 但是理论深度就没有了 国内是不是好容易变成酱紫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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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胜在体系全、内容丰富，但重复之处较多，语言不精炼，但最大的缺陷在于引用过多，不
成体系，有堆砌痕迹，作者自己的表述没有新意。作者对引用过多的解释是，找不到比原作者更好的
对问题的表述，果真如此吗？还是多做些思考，多做些总结探索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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