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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前言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类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多元、数量多发、诉求
多样的发展态势，并以案件的形式进入人民法院的司法领域，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和关切日益强烈
。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强化审判管理，讲求司法方法的科学性，增强司法能力，确保司法公正
高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重要职责和迫切任务。公平正义是
更高层次的民生需求，也是司法工作的价值追求。司法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客观公正的判断，明是非
、断责任、解纠纷、促和谐。实现这一基本功能和价值追求，既要人民法院广大法官牢固树立“公正
、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根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要立足法律规定，加强对审判规律和
审判方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使广大法官善于把握司法规律，敏于掌握科学方法，不断增强司法
能力，在案件审理的每个阶段，在裁判的每项内容上，都能将人民法院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
的政治责任，与严格依法审判、公正裁判的法律规定有机统一，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切实让有
理有据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让公平正义看得见，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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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内容概要

《要件审判九步法》是一位学者型法官的审判经验和思想精华。这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融审判实
践与理论思考为一体，将法律适用过程创造性地分解为九步形成的《要件审判九步法》层层递进，步
步为营，使审判活动成为一门裁判艺术。通过它，您将了解法官的思维模式和办案思路；通过它，您
会发现法官的智慧和法律的魅力。《要件审判九步法》对于法律从业人员培养法律思维方法和提高法
律适用能力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对于律师办案、法官审案具有实际的操作指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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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作者简介

邹碧华，男，1967年出生于江西奉新，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2006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
家。2009年被评为首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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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为什么要写这本讲义?  一、法官离得开法律适用方法吗?  二、中国法官缺乏法律适用方法
的训练第二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适用方法?  一、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法?  二、我们需要一种怎样
的方法?第三章  为什么提出要件审判九步法?  一、类比法、历史法和要件分析方法  二、什么是要件审
判九步法?      三、为什么是“九步法”，而非“三步法”或“五步法”?  四、要件审判九步法的基本逻
辑结构第四章  要件式审判方法的价值分析  一、要件审判九步法的审判管理价值  二、要件审判九步法
的诉讼公正价值  三、基本审判思路对审判效率之影-向  四、基本审判思路与庭审思路  五、基本审判
思路与裁判文书的逻辑结构  六、增强社会效果的价值第五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第一步    ——固定权利
请求  一、为什么要首先固定权利请求?  二、固定权利请求要明确的基本前提  三、我们应该怎样固定
权利请求?第六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第二步    ——确定权利请求基础规范  一、什么是基础规范?  二、确
定基础规范有什么作用?  三、基础规范的检索方法  四、请求权竞合下的基础规范检索方法第七章  要
件审判九步法第三步    ——确定抗辩权基础规范  一、什么是抗辨权?  二、抗辩与否认有什么区别?  三
、主要有哪些抗辩(权)?  四、如何寻找抗辩(权)及其基础规范?第八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第四步    ——基
础规范构成要件分析  一、分析基础规范构成要件有什么作用?  二、与主张责任有关的几个问题  三、
怎样进行基础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分析?第九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第五步    ——诉讼主张的检索  一、何
为诉讼主张的检索?  二、诉讼主张与主张责任  三、审查诉讼主张有什么作用?  四、如何审查诉讼主张?
第十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第六步    ——争点整理  一、什么是争点整理?  二、争点整理有什么作用?  三、
争点整理的方法  四、争点整理对法官的要求第十一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第七步    ——要件事实证明  一
、要件事实是如何证明的?  二、如何有效地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  三、要件事实证明与竭尽证明资
源及方法原则  四、要件事实证明与举证责任分配  五、要件事实证明与举证时限制度  六、要件事实证
明与利害关系证人  七、要件事实的证明与证人出庭作证第十二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第八步    ——事实
认定  一、自认事实的直接认定  二、举证、质证充分性的评估  三、证据“三性”的判断  四、事实认
定中的心证问题  五、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的举证责任适用第十三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第九步    ——要
件归入并作出裁判  一、要件审判九步法的实质——要件归入  二、要件归入的方法  三、要件归入与审
判效率的提高第十四章  要件审判九步法在裁判文书制作中的应用  一、我们制作裁判文书还有哪些问
题?  二、我们制作裁判文书为什么还有这些问题?  三、要件审判九步法对裁判文书改革有作用吗?  四、
裁判文书制作中的“八个一致”第十五章  决定审判质量和效率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一、是否存
在最佳的法律适用方法?  二、我们仅仅依靠形式理性的方法，能否完成司法的重任?  三、法律适用过
程中的法官释明  四、无论什么方法，都离不开价值观的决定作用附件一  请求权、抗辩(权)基础备考
表附件二  “九步法”分解备考表附件三  “要件审判九步法”的运用解析附件四  “八个一致”实例解
析后记

Page 5



《要件审判九步法》

章节摘录

插图：（一）举证时限制度是否构成了《证据规定》为社会公众接受的关键障碍许多人指责和质疑《
证据规定》，理由最主要集中于举证时限制度。那么举证时限制度确实应当负起这个责任吗？对此，
我们亦应当持审慎态度。如果问题并非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在把握上出现偏差，那么我们就应该纠正
这种偏差，以使之符合大众化的目标。毋庸置疑，举证时限制度确实给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当事人可
以随时向法院提交证据的观念（学者们称之为“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带来了巨大冲击。举证时限制
度实施以后最大的问题在于当事人往往不知道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经常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举出关键
证据。这种证据往往足以决定案件的胜负。法官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不采纳这种证据，牺牲实体公正
，有违传统价值观；如果采纳这种证据，对方当事人往往坚称法院采纳已经超过举证时限的证据，有
违公平原则。不少人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实施使许多当事人无端丧失了实体权利，有违民事诉讼最
大限度地实现公正的基本原则，因此，与其让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发生有害之后果，不如干脆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事实上不再适用举证时限制度。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这种
观点积极的一面，其出发点是为了避免本来能够胜诉的人因为诉讼知识的欠缺而败诉，这样有利于最
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这无疑是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观点的局限
性。其局限性在于没有看到，该项制度相对于不对举证时间作任何限制的制度而言，具有明显的提高
诉讼效率的优势。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当事人无论是在二审，还是在再审程序中，均可以以一纸隐
藏起来的“新证据”。

Page 6



《要件审判九步法》

后记

填上法律出版社编辑的电子邮箱地址，把这本书的相关文件附上，点击“发送”，邮箱显示“邮件发
送成功”，时间是2010年8月9日凌晨两点。至此，这本书的写作终告完成。2001年，时任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盛勇强先生告诉我，他想搞一套以要件为基础
的审判方法。两年以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推出了《民事办案要件指南》，全面奠定了在上海法院
推行要件式审判方法的基础。这个指南出台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那时，国内关于要
件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几乎是空白。这套指南强化请求权基础，强调固定规范要件、固定争点，具
有较强的科学性。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作为法官，理清审判思路，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公正，是最好
的司法为民。所以，我一直对这个课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两年前，我调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长
。这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基层法官审判思路的一些情况。结果发现，我们在推广审判方法方面还存
在着一些不足。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把审判方法进一步具体化、步骤化。这让我产生了推出“要件审
判九步法”的想法。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这套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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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编辑推荐

《要件审判九步法》编辑推荐：第一步固定权利请求第二步确定权利请求基础规范第三步确定抗辩权
基础规范第四步基础规范构成要件分析第五步诉讼主张的检索第六步争点整理第七步要件事实证明第
八步事实认证第九步要件归入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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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精彩短评

1、一本很好的审判指导用书，观点鲜明，条理明晰，操作方便，实用性强
2、内容不错啊，值得推荐哦
3、法官与想知道法官办案思路的律师，都可以好好读一下
4、非常有诚意的一本书，建议与王泽鉴先生的《民法思维》一起读，收获可能会大些⋯⋯
5、写书的初衷应该是系希望受众是法官群体
但从律师离场看也受益良多
一来了解了法官的一些思维方式，二来分析的思路本身律师也可借鉴
6、初任法官的指路明灯，但方法终归是方法，学习思路却不能拘泥，才能行至最佳。
7、实务必备书籍，赞一个
8、身前身后名。
9、看得粗略，有帮助
10、非常务实的一本民庭法官案件审理思路指南
11、终于拜读完邹老师的呕心巨著，值得一读再读！
12、很细致，好书，作为检验自己工作的科学方法。
13、裁判理论的研究更有利于律师进行诉讼
14、这本书对诉讼业务还是很有意义的。最起码不是简单的教科汇总。实战与理论并重，这才是法官
与律师的文采所在。
15、年底要见邹师，赶紧把老师的书读完。
16、这本书将理论与实务完美结合，思路清晰至关重要，由其是对法律职业者而言。
17、全书因逻辑严谨，条理清晰，用词唯美而看的很轻松。
18、干货，非常具有指导意义
19、邹老师的这本书，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都能够很好的学习到正确分析法律问题的方法，是一本很
有用的书！！！
20、向邹院致敬
21、逻辑性强，文字简练，非常吸引人，很有启发。
22、清晰明了。
23、理清了一些思路，对工作有帮助
24、书的知识性相当强悍，十分适合法学院里各位不知实务为何物的菜鸟同学们阅读，当然，书外的
现实真是让人难过，书的前四章和后记读起来更难过。
25、不错的书，事务所人手一本。
26、换位思考，有借鉴意义
27、联想到手头裁判文书说理的课题。理论往往都很明了，或许是因为总是过度类型化理想化处理吧
，只是司法实务中往往是眉毛胡子拎不清，没有太多道理好讲。无力也罢，无能也罢，中国法官的际
遇总体是不被看好的。不过还是要致敬邹法官，这个队伍里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精英。
28、慢慢消化。
29、律师掌握法官的思维，很有用。
30、帮别人买的，他说挺不错，好评。。。。。。
31、很好噢 对理清审判思路非常有帮助阿 继续读着
32、有助于法官审判技能的提高，建议基层法院推广使用。
33、好几处都在推荐这本书，果断收入。不厚，但好在实务，可惜就是写的不深入
34、从开始办案，便要养成好习惯！
35、好书，必须推荐
36、天妒英才～
37、这是一本实务与知识相结合得很好的书籍，再次感激！
38、很实用的办案方法，值得推荐。充分显示作者的理论水平。
39、非常实用，适合律师使用。
40、201612月至20170110，终于看完了这本在学校里老师推荐在律所里律师推荐的书，简直是民案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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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程回忆录，必然是常看常新的一本书。可惜邹法官英年早逝。
41、非常好，需要仔细多读及遍
42、书好，正版，卖家不错，物流给力，随时关顾。
43、法官都应该看看的书，很受启发
44、内容不错，纸张也很好。多阅读，多点乐趣，长点知识。
45、大家
46、书的内容很好，实用。还没有深入去读。
47、一本期待已久的专业书，希望对自己有帮助
48、创意新颖，作者多年总结的经验之谈，逻辑比较严谨。推荐
49、对司法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的一本好书。关于裁判方法的书，读者近期读了好几本，如梁慧
星教授的《裁判的方法》、杨立新教授的《民事裁判方法》、杨建军《裁判的经验与方法》几本，但
上述著作相对比较理论化、学术化，当然不乏对审判指导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相比之下，《要件
审判九步法》更贴近审判实践，对审判步骤的梳理更加具体。本书还将审判中一些困扰审判人员的实
际问题融入到审判步骤中，对能动司法的理念、法官释明权的具体运用、审判技巧等问题作了很科学
的阐明，对审判人员，特别是初任审判人员具有很大的帮助。推荐年轻法官们阅读。
50、单位推荐书目，然而我看不懂。
51、本书可看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请求权基础方法影响之本土化产物。然而作者把不少笔墨放在
“为什么”上，而就方法论的具体思路介绍偏浅。2016.1.4
52、德国请求权方法的审判实践本土化，思路清晰，偶有废话，但仍不失为难得的好书
53、好书，向审判实务初学者推荐！
54、非常好的书籍!法律实务的必备书籍！强烈推荐！
55、德国归入法在大陆运用的尝试。
56、此书细致全面地讲述了办案(更多的为法官办案)的流程,包括形式的流程和思考的过程.语言简练,深
入浅出.对于像我这样的初任法官来说,我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感谢作者.
57、本书的最重要处在于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展示出可以量化的审判管理，书中一直强调的心证公开和
释明责任是一般法官做不到的，恐怕一在素质，二在法官预设了某种威权，同时这种心证公开是要件
九步法具体展开的必要协助。在诉讼法的某些理论我有所薄弱，在此又了解了。
58、货真价实的学者型法官，尊敬！
59、在实习期间大par推荐让读的，耳目一新的感觉，上周五去和律师开庭，真的很实用
60、国内研究法律方法的著作，一部分是译作，一部分是学者的著述。
实务工作者的著述，往往经验强于理论。本书则兼俱两者，堪称佳构。
61、很难得对学术有研究的法官
62、感觉指导意义有限，附表一的法律规范索引倒有些作用。
63、确实是好书，怪不得印刷了那么多次了，受益匪浅。
64、前不久，我朋友推荐我看看法律实务专家邹碧华先生的力作，后到当当网上买了一本，确实感觉
很实用。谢谢作者，谢谢当当网。
65、内容详实，分析到位，值得一读
66、值得所有的法官们读一读，很有收获！
67、非常喜欢，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
68、非常好的一本书!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69、偶有废话，总体指导性还是很强，关键还是要平时多按着这个方法练习，不然还是没用的
70、很好！比淘宝便宜。
71、作为一个律师，也要了解法官是怎么想的，知已知彼么。
72、方法论啊方法论
73、自己是非法律专业，有一些法律基础，这本书把我的零碎的知识点整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大
致的框架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非常不错！另外，读到一半才发现邹碧华也是北大的，向校友师兄致敬
！
74、获益很多，正在学习中，非常感谢作者能这样奉献自己的经验！
75、久闻此书大名，当当下单，送货快速，质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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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提供了思路。
77、给朋友买的，说是不错，具体情况就不太清楚了，毕竟不是做这一行的。
78、入门级别的书，还听过邹老师的讲座
79、审判实务类的一本好书，便于理清审判思路
80、非常适用的一本书，不是理论说教，是具体叫你如何思维，受益匪浅
81、对专业人士还行，借鉴下经验
82、这个商品不错，两天后才发货，慢了点！
83、作为一个未来的法官，看了收获很大。才买半年，书看了七八遍了。
84、实务方面的好书！
85、我想说，这是我看过的非常出彩的一本好书，对指导办案太有帮助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真是受益匪浅啊！谢谢碧华老师！
86、高律的核心书目果然厉害
87、：）
88、邹院长的这本要件审判九步法不错，但可能在实践中不太好用。
89、单位要人手一本，分几次还买不齐，好书紧俏啊。
90、良心之作，实物之作，赤裸裸的干货，真是一生呕心沥血之精华！
91、入门的可以看看。
92、干货很多。
93、刚收到，挑选了部分章节仔细阅读过，很好的书，尤其适合从事民商审判业务的审判员阅读，只
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读完，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忙，真想多抽出些时间多读读类似的好书。
94、虽然说是入门指南，但是有些章节不易读。此为现任上海高院副院长的邹碧华几年前的大作。曾
听过邹的讲座，感觉确实是审判心血之作。
95、剑谱已传，先师已逝；领悟几分，造化个人。
96、因为要写论文，才买的书，看了，发现值得一看
97、正版，便捷。
98、是法官学院老师推荐的书，略读了一下，感觉应该可以运用到审判中
99、致敬邹碧华。
100、方法的传承性、标准性和可检验性，对于司法的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01、不错  书内容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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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0p 三段论-九步法： 大前提：固定权利请求、确定权利请求基础规范、确定抗辩权基础规范、基础
规范构成要件分析； 小前提：诉讼主张的检索(审查要件)、争点整理、要件事实证明、事实认定； 结
论：要件切入，做出裁判。 2p 特点：以要件事实作为审判的基本元素，以简明具体的操作步骤作为抽
象审判思路的基本载体，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建立连接点，在纠纷事实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间建
立连接点，在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建立连接点。 3p 毛泽东：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
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
只是瞎说一顿。 5p 法律推理的作用： ①规范具体化的工具； ②平等的理性基础； ③提供行为预期； 
④认识未知领域。 6p 方法的传承性、标准性和可检验性，对于司法的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p 
思维方式比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因为专业知识是有据可查的，而思维方式是靠长期专门训练而成的。
8p 案件久拖不决的四个“不固定”：诉讼请求、法律条文、诉讼主张、证据材料。 19p 在判例适用技
术里面，识别出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对相同点和不同点的重要性做出判断，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这其
中，就包含了价值衡量技术。 25p 要件分析法的独特优点： ①符合审判实务需要； ②符合诉讼经济原
则； ③保障法律分析正当性； ④有利于展示法律推理过程的合法性。 47p 开庭陈词阶段只需列明事实
要件和基本法律观点即可，事实要件是否成立、能否得到证明以及如何证明、法律观点能否成立、本
案是否具备适用条件等等，则在法庭调查阶段再行展开。 48p 争点是案件审理的红线，发端于原告的
起诉，终结于一份民事裁判文书，其贯穿于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法官对争点进行整理，并围绕争点
展开庭审调查，针对争点进行说理论证，是要件分析审判思路的重要内容。 68p 权利抗辩的释明，应
持消极限制态度。 73p 相对于引用规则性法条，引用原则性法条更便利，于是“戴帽子”现象很普遍
。 107p 完全性法条虽然属于完整性法条，但是其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法律概念的基础上墙。当事
人的讼争重点可能并非在该法条本身，而可能存在于构成要件所包含的法律概念层面。为了厘清这些
法律概念的含义，法律体系会有其他法条来进行补充。此时，非完全性法条的价值即得到凸显。这样
也形成了法律要件分析的多层次性。 116p 事物自然的存在状态，往往表现为分散、随记、缺少联系，
我们只有运用归纳和抽象思维能力，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找出来，才有可能深入地认识事物。
117p 争点整理的作用： ①聚焦审理范围； ②引导诉辩争锋； ③减少重复陈述； ④庭审记录清晰； ⑤
理清文书制作思路。 134p 法官的心证结论公开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促使当事人竭尽证明资源、用尽证
明方法的有效手段。当事人没有法官的正面回应，基本上无法判断自己所举证据的充分性。这也是释
明权的一种体现。 137p 如果问题并非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在把握上出现偏差(如机械套用)，那么我们
就应该纠正这种偏差，以使之符合大众化的目标。 163p 裁判文书制作的“八个一致”： ①当事人的
诉辩称=卷宗记载； ②③④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基础规范=诉讼证据=诉讼争点； ⑤认定事实=事实争
点； ⑥法律理由=法律争点； ⑦⑧判决主文=诉讼请求=引用条文。 178p 释明权用好了，有助于证据
规则的实施、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及办案效率的提高。一旦滥用，就会出现“来自法官的诉讼突袭
”现象。 181p 法律职业极其需要人文关怀精神，无论什么方法，都离不开价值观的决定作用。 181p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法官有充足的思想空间。由沉积的观念、意识、情感、理性和逻辑，通过思维方
式和思想习惯得以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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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要件审判九步法》的笔记-“要件审判九步法”大致流程

        

2、《要件审判九步法》的笔记-

        谭芳律师推荐，留存

3、《要件审判九步法》的笔记-第1页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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