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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律文献检索》教材之比较 

田建设

    在国内开展编写法律文献检索教材的过程中也相继出版与介绍有部分国外"法律文献检索"教材作品问

世。其中主要集中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科恩教授编写的《美国法律文献检索》的中译本与英文

本，另外还有一些内容包含在国内文检教材中的介绍外国法律检索的部分章节。 

    笔者特别注意到所有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外法律文检教材中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法律文献基本内容与形

式划分上的不同。例如，中文版与英文版的《Legal Rescarch》在论述中将法律文献分为三个基本类型：

具有法律权威性的原始文献、查找原始文献的工具性文献、不具有法律权威性的论述文献。原始文献中包

括法律、法规、司法判例等法的渊源文献，工具性文献包括索引、注释、案例指南，论述性文献包括范围

广泛的法学文章、著述、文件等。 在该教材的目次安排上结合法律图书馆的藏书结构，按步骤地从法律

文献的结构体系出发，分为原始文献与查询、论述文献与查询、其他专业文献与查询、国际法与比较法文

献与查询、联邦法系与大陆法系文献与结构。（见附表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文献内容的划分方

式在该书刚被译为中文版时，曾引起国内部分馆员的争论和质疑，可惜的是这个争论当时并未引起普遍的

重视。 

    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文检教材的认识，可通过日本法律图书馆联络会编写的《日本国法律图书馆手

册》的目次而略知（见附表二）其基本的编写思路类似于普通法的美国法律文献检索教材的目次。 

    首先从法律图书馆的藏书结构出发，详尽介绍法律文献本身固有的类型结构与特征，然后按照法律文

献不同类型划分的性质与特点区分为原始文献（法令、判例、）、加工文献（图书、期刊）、其它文献

（政府出版物、议会文件、统计文献、新闻）、检索性文献（书、刊）。按照发布机构区分为：政府公开

出版物、民间刊行物、大学学会出版物。按照文献出版形式区分为：图书文献、活页文献、非书资料。 

    此外，你还可以注意到国内编写的教材中凡是涉及到外国法律文献检索内容时都与书中的中国法律文

献检索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体例。如：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编写的《法学文献信息资源与文献检索》一书中

涉及"外国法学信息资源及检索工具的利用"和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编写的《法学文献信息检索》一书中涉

及"外国法学文献信息检索"的相关章节内容，并未采用与国内文献检索所通用的区分体例，不知何故完全

使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法律文献检索的内容。 

    从上述国外法律文检教材中不难看出，它们教授学生的方式是从法的体系出发，重点放在对各国法律

渊源与规范查询方面，侧重于从法律文献本身特殊性的结构上来认识法律文献信息的检索。因为国外图书

馆员非常明确作为技能培训的方向，教学是实务的，目的是教以学习法律知识，未来能从事各项法律事务

工作，以训练和培养专门法律人才为主旨。正如其法律图书馆员所述："美国法律学者对法律文献的划分

标准是文献资源的法律权威性"。 而中国的法律图书馆界却并未能形成这种普遍认同的分类方式，大多数

馆员习惯于以一般社会科学文献的划分理论来做为依据，所以才产生了上文中所提到的种种论述上的分

歧。 

    目前国内法学界也有学者在准备编辑中国法律检索的工具书（见附表三）从其作为一名法律学者所编

辑的篇目上来推测，可清晰的看到其编写的思路：首先以法律制度为基本前提，按照当代中国的法律渊

源、立法类型、法律体系去解决如何查找法律文献，介绍其文献的检索途径，最后介绍其他法学类文献与

研究性文献的检索。可见其篇目的基本体例与思路都明显不同于国内法律图书馆员们所编辑的检索教材体

例。 

检索



      上述这些编辑体例上的不同更加证实了笔者的疑虑，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编写的一系列教材与国内、国

外法律界所认同的理论体系确实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法律图书馆员们对法律文献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认识是

否还存在很大的缺陷或不足？这个问题自89年第一部法律文检教材问世以来一直未能引起业务范围内相关

人士的重视，各院校始终沿用着老套路去解释同一个问题，害怕背离了图书馆文献利用所形成的一般理论

框架。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就目前国内法律图书馆的人员研究素质来衡量，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并不是非常

大的难题，我们的馆员中不乏有许多高学位的法律专业人才，但为什么却无人去深入探讨或提出疑异呢？

笔者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家都比较轻视对专业文献领域的深入研究，不愿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考虑

它。大家关注实体法的研究而非围绕实体法的文献研究。这个问题在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前任主席

Kathleen Price教授的谈话中曾多次得到证实"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美中法律教育交流基金会（CLEEC）开

展对中国法律图书馆事业的资助项目，曾有多位中国法律图书馆员赴美就读法律图书馆学位，然而归国后

这些人员却并未效力于法律图书馆方面的建设，而是投身于更为实用热门的实体法研究中"。  

    平心而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图书馆相比，我们的差距很大；但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项法制

建设事业相比，我们的工作差距有多大呢？这不能不再次引起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文献工作者的深刻反

思。 

    

    

    （附表一）  

    Legal Research (美) MorislL.cohen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4。 

    （蒋隽 译目录） 

    全书共分十二章，目次如下： 

    第一章 研究步骤 

    1． 简介 

    2． 法院渊源 

    3． 法学资源的构成：a.出版年代顺序  

    b.一次资源 二次资源  

    c.印刷与电子资源 

    4．法律语言 

    5．法律引用 

    6．研究方案的开始 

    7．研究方案的完善 

    8．结论 

    第二章 背景和分析 

    1． 简介 

    2． 评述 

    3． 法律（学）百科 a. 美国法理学和法典  

    b. 行政辖区百科 

    4． 论文与专题论文 

    5． 法律重述 

    6． 法律评论 

    第三章 判例法渊源 

    1． 简介 

    2． 美国最高法院 

    a. 美国判例  

    b. 最高法院判例及律师版  

    c. 美国法律周刊 电子资源 

    3． 基层法院 

    4． 州法院  

    a.官方判例 b. 国家判例 c. 电子判例 

    5． 结论 

    第四章 判例研究 

    1． 简介 

    2． 电子资源库 

    3． 其他资源库  

    a. 西方摘要 b.行政辖区摘要 

    c. west law d. general dapest 

    4． 美国法律判例解释  

    a. 形式内容 b. 查找 



    5． 注释与引文 

    6． 结论 

    第五章 宪法与成文法 

    1． 简介 

    2． 美国宪法 

    3． 州宪法 

    4． 成文法的出版 

    5． 联邦成文法  

    a. 单行法 b.定期汇编法规 c.美国法典 d.法典注释  

    e.关键引用 f. 州研究资源 g. 统一法 

    6．结论 

    第六章 立法信息 

    1． 简介 

    2． 联邦立法历史来源  

    a. 法案 b. 委员会报告 c. 争议 d. 听证及国会其他出版物 

    3． 国会研究资源  

    a. 国会网址 b. 国会信息服务 c.国会行政出版新闻  

    d. 国会季刊 e. 纸质成文法目录 f. 名录 

    4． 州立法信息 

    5． 结论 

    第七章 行政法 

    1． 简介 

    2． 背景指南资料 

    3． 联邦法规  

    a. 联邦公报 b. 联邦法规与法典  

    c. 更新法规 e. 信息源补充 

    4． 行政判决裁定 

    5． 总统制定法律 

    6． 各州成文法  

    a. 法规 b. 判决与裁定 

    7． 地方法 

    8． 结论 

    第八章 法院裁定与惯例 

    1． 简介 

    2． 法院裁定  

    a. 联邦 b.各州 

    3． 法律道德 

    4． 记录与摘要 

    5． 其他判例 

    6． 法院名录 

    7． 格式文书与陪审团说明书指示 

    8． 结论 

    第九章 主题研究资源 

    1． 简介 

    2． 活页服务资料 

    3． 主题电子资源 

    4． 查询工具  

    a. 法律新闻和报纸 b. 服务内容表 c. 立法机关 

    5． 专门索引 

    6． 结论 

    第十章 参考资源 

    1． 简介 

    2． 法律指南 

    3． 数字统计 

    4． 新闻和商业信息 

    5． 其它学科资源 

    6． 结论 

    第十一章 国际法 



    1． 简介 

    2． 国际组织  

    a. 联合国 b. WTO关贸总协定组织 c. 欧盟与区域组织 

    3． 条约  

    a. 来源 b. 索引与指南 c. 解释  

    4． 争端解决  

    a. 国际法院 b.区域性各国法院 c.仲裁 

    5． 其它 

    6． 结论 

    第十二章 其他国家法律 

    1． 简介 

    2． 英联邦法系 

    a. 判例 b. 成文法与法规 c. 二次资源 

    3． 大陆法  

    a. 英语资源 b. 原始资源 

    4． 结论  

    

    

    （附表二）  

    《 法律图书馆利用指南 》 日本法律图书馆联络会编 1993年 

    本书目次 

    第一章. 法律图书馆 

    大学法律图书馆的特征 

    法律图书馆的利用 

    a. 调查方法 b.查询整理 c.范围设定 d.图书馆选定 

    d.查询方法准备 e.利用认识 

    第二章. 法律资料 

    法律资料的构造 

    法律资料的特征 

    法律资料在分类上的特色 

    1．按内容与机能上的区分 

    A.原资料  

    a.法令集 b.判例集 

    B.加工区分  

    a. 图书 b.杂志 

    C.其他区分  

    a. 政府刊行物 b.议会资料  

    c. 统计资料 d. 新闻 

    D.检索资料  

    a.书刊 b.其它检索资料 

    2．按提供机构区分 

    A. 公开机关刊行物 

    B. 民间刊行物 

    C. 大学记要与学会刊行物 

    3． 按资料形态区分 

    A. 册子体资料 

    B. 活页式资料 

    C. 非图书资料 

    第三章. 法律资料的查询与检索 

    印刷资料的检索 

    A. 图书 期刊检索 

    B. 法令  

    1.官报与法令全书 2.总法令集 3.六法全书 

    4.主题法令集 5.其它法令 6.地方法令集  

    7.通达集  

    8.条约  

    a.官版条约集 b.民间条约集 

    9.法令检索资料 



    a.废止法令检索 b.现行法令检索  

    c.法令解释检索 d.条约目录 

    C. 判例  

    1. 判例集  

    2. 判例检索资料  

    a.判例要旨集 b.索引集 c.其它索引 

    3.判例解说  

    a.判例评论 b.判例检索 

    D. 国家刊行物  

    1.政府刊行物  

    a.资料出版一览 b.资料时间一览  

    c.参考文献 

    2.官报  

    a.官报历史 b.资料利用  

    c.参考文献 

    3.议会资料  

    a.国会制度介绍 b.国会资料检索 

    4.白书  

    a.白书刊行物 b.出版流通  

    c.出版一览 d.参考文献 

    5.统计资料  

    a.裁判所系统 b.法务省系统  

    c.其它法律系统 

    6. 会报与新闻  

    a.会报 b.法律机构新闻 c.一般新闻 

    其它类型法律资料的检索方法 

    1.图书刊报 2.法令 3.判例 4.新闻 

    5.其它 

    第四章．法律资料的利用选择与查询实例 

    1. 图书与期刊论文  

    2. 法令集  

    3. 判例集  

    

    

    

    ( 附表三 ) 

    《在中国如何寻找法律？》  

    

    导言： 中国法律制度的类型 

    大陆法系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 

    70年代未以来的法律发展 

    第一章 法律渊源和立法类型 

    1． 法律渊源 

    2． 立法类型  

    a.宪法 b.基本法律 c.法律 d.行政法规 e.地方法规 

    3． 法律等级系统 

    第二章 怎样寻找法律 

    1． 立法机关的法规汇编 形式 种类 

    2． 立法说明 

    3． 司法解释 

    4． 学者编撰 (法律全书类)  

    5． 法律年鉴类 

    6． 光盘数据库 

    第三章 到那里去寻找法律 

    1． 法律图书馆 

    2． 法律书店 

    3． 网络资源 

    第四章 先例的参考作用 



    第五章 其它寻找和研究法律的资料 

    1． 法律词典 

    2． 法学期刊 

    3． 网站与光盘  

    

    

    (本文原为《我国法律文献检索教材之检讨》中系列文章之第五节，现发表出来供大家评论) 

     

    相关文章：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法律图书馆协会（BIALL ）简介

中国国家机构政务类出版物初探——一个法律图书馆馆员的调查

联邦德国法文件官方文本发布规定与实例

我国法学类连续出版物《集刊》现状

档案与法制文献工作述略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学学术信息资源概览

（中文版）国际条约的检索定义与方法

国内部分法律图书馆概况

联邦德国法律图书馆体系研究——兼论中国法律图书馆建设

我国法律文献检索教材之检讨

对《法律文献检索》教材所确立之主题定义分析

国内《法律文献检索》教材在内容划分上的比较简析

国内《法律文检教材》所确立文献对象与特征之分析

国内《法律文检》教材查询方式与途径比较分析

联邦德国的国家和公共图书馆中法律文献服务

联邦德国高等法学教育中的院校法律图书馆

联邦德国立法、司法与政府部门法律图书馆概览

联邦德国马普科学促进会 法学研究所图书馆概览

德国法律图书馆事业发展对我们工作的启示

我国《法律文献检索》教材之检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事业一瞥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图书馆考察

略述我国政法档案文献工作

对《中图法》 第三版D922.5劳动法类目修订之我见

对《法案：重要的法学信息资源》一文的更正——与崔旺来先生的商榷

认识我国司法案例文献的出版及其查询

联邦德国马普学会外国与国际私法研究所法律图书馆

联邦德国的《法律图书馆与文献工作协会》

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1994年的报告

当代中国法律出版物及其出版机构

当代中国法学研究机构简论

对我国“司法解释”文献出版现状的认识

法律图书馆及其法学文献资源建设

认识“年鉴”在法律学科研究中的作用

试论我国法学类灰色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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