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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惯法司法适用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习惯法具有不确定性、地域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其

司法适用存在难度大、司法效率低下和裁判结果不一致等问题。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一

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旨在探讨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解决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难题，分析

其优势和局限，并展望其未来发展。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习惯法的概念和司法

适用的原则。其次，分析了当前习惯法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和法律文本分析难度大等。

最后，提出了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如基于语义分析的法律文本处理、基于神经网络的案例

推理和基于自然语言生成的裁判文书撰写。通过对这些解决方案的探究，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有效提升习惯法司法适用的效率和准确性，但也需遵循法律规定和伦理标准，确保合法合理使用。同时，

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可能面临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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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ustomary law i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legal practice. Due to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uncertainty, regional variations, and diversity in customary law, its application presents 
challenges,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judicial efficiency and inconsistent cour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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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new-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provides a novel approach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new-generation 
AI tackles the challenges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ustomary law, analyze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and provide a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se objec-
tives, this study begins by providing a concise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AI, the concept of 
customary law, and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its judicial application. It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issues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ustomary law, such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chal-
lenges associated with analyzing legal text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I-based solutions for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ustomary law, including semantic analysis for legal text processing, case 
reasoning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 and the generation of judicial documents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By investigating these solu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new-generation AI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us-
tomary law. However, it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dhere to legal regulations and ethical standards 
to ensure lawful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Furthermore, ethical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asso-
ciat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new-generation AI technology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usto-
mary law are also identified. In conclusion, the emergence of new-generation AI technology offers 
extensive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ustomary law. Nevertheless, careful con-
sideration of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is crucial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o en-
sure positive impacts on judicial practice.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ustomar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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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惯法司法适用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习惯法的不确定性、地域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其司法适用难度较大，常常导致司法效率低下和裁判结果不一致[1]。面对这一问题，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可以为习惯法司法适用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本文旨在探讨新

一代人工智能如何解决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难题，以及其优势和局限。具体而言，我们将通过文献综述、

案例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深入探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难点及其解决方案，分析新一代

人工智能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应用情况和优势，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的分析和展望。 
本研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框架，包括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和理论分析等。在文献综述中，我们将

对相关的学术文献和实践案例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总结，以深入了解习惯法司法适用的难点和解决方案。

在案例分析中，我们将选取一些典型的习惯法案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深入分析其司法适用过

程和结果。在理论分析中，我们将从法律、伦理和社会角度对习惯法司法适用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入

的探讨和分析。 

2. 习惯法司法适用的难点及人工智能技术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应用 

2.1. 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难点 

习惯法是一种以习惯或惯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其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地域性、多样性和适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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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难点。习惯法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习惯规范不是明文规定，而是通过社会实践逐渐形成，

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界限；习惯规范存在灰色地带，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习惯规范也存在差异，

缺乏一致性和普遍性。习惯法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习惯规范存在差异，

其适用范围和程度也存在差异；习惯法往往涉及到文化、宗教、历史等多种因素，难以简单地统一和概

括[2]。习惯法的适用界限主要表现在：习惯规范与正式法律规范的关系不清晰，习惯规范是否能够适用

到某一具体案件也存在争议，模糊的界限使得研究的力量不能够精准的投放[3]。 

2.2.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前景 

人工智能技术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基于规则、基于案例、基于机器学习(ML)和基于

深度学习(DL)方法，这几类方法在难度和复杂程度上呈递进趋势。 
基于规则的方法是通过手工编写规则来判断习惯法的适用性。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懂、可解释

性强，但是其规则数量庞大，涉及到的变量和情况也非常复杂，因此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案例的方法是通过已有的判例或案例库来进行判断，从而对新案件的适用性进行推断，2017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首次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承办法官的“类案与

关联案件检索”工作[4]。2018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

见》[5]，将“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的主体拓展至全国各级法院。这种方法已经在实务中开始建设，

其优点是能够基于实际案例进行判断，实现了从经验中学习，但是其适用范围受限于已有的案例库，而

且难以解决新情况下的适用问题。案例库的建立和上文规则库的建立，是适用人工智能参与习惯法司法

的前提，也是构建训练模型的基础。 
基于机器学习(ML)和深度学习(DL)的方法是通过训练模型和深度神经网络来实现对习惯法适用性的

判断。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通过大量数据来实现模型的训练和优化并进一步通过深度神经网络自动提

取特征和规律，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适应性，但是其缺点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和时间来进行训练，而且对

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要求较高，同时由于其黑盒子性质，难以对判断结果进行解释和理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如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已经在习惯法司法适用

中得到了初步的应用。这些新技术具有更强的智能化、自动化和泛化能力，能够更好地处理习惯法的适用

难点，并提供更精确、更高效的判断结果。未来，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加、算力的不断提升和模型的不断

优化，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同时，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普

及也将进一步推动法律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3. 新一代人工智能解决习惯法司法适用的优势和局限 

3.1.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优势 

1) 能够自动提取规律和特征，提高适用精度和效率 
习惯法是一种基于先例的法律体系，案例的适用与解释是其中的核心问题[6]。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如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能够通过算法自动提取案例中的关键信息和特征，从而推断出案例适用的

法律规则。这种自动化的适用过程不仅能够提高适用精度，还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提高司法

效率。 
2) 能够处理大规模数据和复杂信息，扩展适用领域和情形 
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案例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习惯法的适用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而新

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处理大规模数据和复杂信息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途径。例如，基于知识图谱的

适用推理系统能够将海量数据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图谱，为适用过程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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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够智能化和自动化习惯法的适用过程，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习惯法的适用过程往往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例如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和个人经验等。而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术能够智能化和自动化习惯法的适用过程，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提高适用的客观性和公

正性。 

3.2.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1) 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问题 
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在习惯法司法

适用中，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对于保障适用结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算法的结果

无法解释或者无法透明地呈现，可能会导致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甚至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的质

疑和不满。 
美国的伊森·凯什和以色列的奥娜·拉比诺维奇·艾尼在他们的著作《数字正义：当纠纷解决遇见

互联网科技》一书中最早的论述了“数字正义”理论[7]。数字正义理论的提出从效率和可视化等角度为

人工智能在司法应用上提出了理论基础。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一些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技

术以符合数字正义理论基础，例如可视化技术、决策树等。通过这些技术，可以将算法的适用过程和适

用结果可视化，使得用户可以直观地理解算法的适用过程和结果，并对其进行监督和评估。此外，还可

以采用一些可解释性的算法，例如决策树、支持向量机等，这些算法具有可解释性强的特点，适用于习

惯法的适用场景。 
2) 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问题 
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

发展，习惯法适用所需要的数据量也越来越大，涉及到大量的个人隐私信息，如何保护数据的隐私和信

息的安全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为了保护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可以采用一些数据保护技术，例如加密技术、隐私保护算法等。通

过这些技术，可以在保护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同时，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可用性。此外，还可以采用

一些隐私保护算法，例如差分隐私算法、同态加密算法等，这些算法具有较强的隐私保护能力，适用于

习惯法适用中的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问题。 
3) 人工智能适用结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问题 
人工智能适用结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如果人工

智能适用结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可能会引起适用结果的争议和不信任，从而影响司法公

信力。因此，如何确保人工智能适用结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一些公正性保障技术，例如公平性算法、监督机制等。公平性算法可以

确保适用结果不会受到种族、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保证适用结果的公正性。监督机制可以对人

工智能算法的适用过程和适用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确保算法的适用结果合理和公正。此外，还可以建立

一些独立的评估机构，对人工智能算法的适用结果进行评估，从而保障适用结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4) 人工智能算法的责任和追溯问题 
人工智能算法的责任和追溯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如果人工智能

算法造成了不公正的适用结果，需要追究算法的责任，并对受影响的当事人进行赔偿。但是，由于人工

智能算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追究算法的责任成为了一个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一些算法责任和追溯技术，例如算法审计、算法透明度技术等。算法

审计可以对算法的适用过程和适用结果进行审计，从而发现算法存在的问题。算法透明度技术可以对算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3.73011


王超 
 

 

DOI: 10.12677/isl.2023.73011 72 交叉科学快报 
 

法的适用过程和适用结果进行可视化，使得用户可以直观地理解算法的适用过程和结果，并对其进行监

督和评估。此外，还可以建立算法责任和追溯机制，明确算法的责任和追溯路径，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5) 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平衡 
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需要考虑到

伦理和法律的规范，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确保适用结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但是，过于强调伦理

问题可能会导致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而过于强调法律问题可能会忽略伦理问题，影响社会公

众的信任和认可。 
因此，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需要平衡伦理和法律问题，建立一个合理的规范体系，从而保障人工

智能技术的适用效果和社会价值。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例如建立伦理和法律框架，

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强公众参与和监督，促进适用结果的公正和合理；建立专门机构，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适用过程和适用结果进行评估和监督，从而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适用效果和社会价值。 

4. 习惯法司法适用的人工智能技术效用 

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在习惯法司法中展示效用最基础的便是构建习惯法的规则库和习惯法裁判的

案例库，这两者的建立首先要通过关键词进行分类，构建一个检索体系。在规则库的建立上，由于规则

较短，可以主要以规则的规制案由为主要检索对象。但是案例库的案例文本较长，必须选取足够重要的

关键词进行检索和后续的关键词学习。与其他检索条件相比，将法律争点作为类案检索条件有利于裁判

者在待决案件疑难问题分析、类案检索与运用、待决案件裁判说理的全部流程中增强对于法律争点及背

后争议法律条文的关注，使其从法律争点出发、以类案裁判为素材、以逻辑说理为方法将类案的运用聚

焦于法律规定不清晰、法律规定空白等法条解释问题，不会造成将类案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而产生的对于

法律渊源种类的挑战[8]。同时，法律争点可以对于案例库后续检索和推送有重要作用，因此以法律争点

作为关键词进行归纳是建立案例库的可行道路。 
从习惯法案例库建立来看，张萌和万雨薇建立的刑事案例指导案例的数据库的途径[9]，对于习惯法

案例库的建立可借鉴该类模式，但要注意，习惯法案例参考的法律渊源大多为习惯，其中存在大量习惯

处于不明确、模糊的状态，因此，笔者选取习惯法裁判的指导性案例作为实验样本时，应考虑到习惯这

类特点，将案例库中法律争议点与规则库中习惯相匹配，通过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构建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模型，以图构建习惯法在实际司法中的标准化框架，能够处理相对于法律法规更具

有主观性色彩的习惯法适用问题。 

5. 结论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习惯法司法适用中的前景十分广阔。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应用，越来越多的司法领域开始重视其在习惯法适用中的作用。以下是几个具体的前景展望： 
更准确的判决结果：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提取和分析大量的案例和法律文本，从中发现规

律和特征，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和推断出类似案例的判决结果。同时，它们还能够智能化地处理复杂的法

律信息，更快、更精确地找到适用的法律规则和标准，从而提高习惯法的适用精度和效率。扩展习惯法

适用领域和情形传统的习惯法适用依赖于人类专家的经验和知识，往往只能适用于狭窄的领域和情形。

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自动提取和分析大规模的数据和信息，处理更为复杂的案例和情形，从而扩

展了习惯法适用的领域和情形。 
自动化和智能化的习惯法适用过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自动化和智能化习惯法的适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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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例如，基于案例推理的习惯法适用辅助系统可以帮助法官自动提取案例中的

法律规则和标准，并对当前案例进行推理和判断，从而实现习惯法适用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更好地保护司法公正和法制安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更好地保护司法公正和法制安全。

例如，基于知识图谱的习惯法适用推理系统可以帮助法官快速了解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则和标准，避免因

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判决偏差，保证司法公正和法制安全。 
为了解决习惯法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难题，采用一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例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等，从而提高适用效率和适用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是一种十分可行的渠道。但同时，需

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建立一些公正性保障技术和追溯技术，从而确保适用结果的合

理性和公正性。最后，需要平衡伦理和法律问题，建立一个合理的规范体系，从而保障人工智能技术的

适用效果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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