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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规 范 作 用 新 探 ,

陈春龙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

构成该调节器的基本部件是规范
。

规范作用是法律的基

本的
、

第一位的作用
,

法律的其他作用由此派生并受其制约
。

正确认识法 律的 规 范 作

用 , 是法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 对于加强和健全我国法制具有重要意义

。

什么是法律的规范作用

规范这一术语来源于拉丁文 一词 , 指模式
、

规则
、

标准
、

尺度的意思
。

人类

往会主要存在两种规范 自然规范和社会规范
。

前者指事物内部或事物相互之间存在的

客观规则 ,
人们认识后将之概括出来

,

上升为规范
, 用以调整人与物的关系 , 如技术规

范 后者则是人类进入群体和社会生活以后 ,

为适应该种生活的需要 , 形成一个有条不

紊的生活环境 , 避免在无谓的争斗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 , 逐渐形成 的 行 为 规

则 , 用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如道德规范
、

宗教规范
、

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等
。

法律规范一般通过成文性的法律文件 即成文法 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 即习惯法

来表现
。

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
, 在逻辑结构上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组成

。

行

为模式是对人的行为本身所作的具体规定
, 通常有选择行为

、

应该行为和禁 止 行 为 之

分 , 是引起法律后果的前提 法律后果是指人们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模式所规定的行

为以后 ,

法律对之采取的态度和措施 , 一般有肯定式后果和否定式后果之别
。

所谓法律的规范作用
, 正是指法律通过对行为模式及其后果的规定而对人的行为发

生影响的方式
、

手段和结果
。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

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了选择
、

应该和禁止三种模式 , 指引社

会成员向这三种模式接近
、

靠拢
。

应该行为和禁止行为是一种义务性规范
, 它对人们行

为的指引是一种确定的指引
, 即命令人们必须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 , 如有违反 , 应承

担否定式的法律后果 选择行为则是一种授权性规范
, 它对人们行为的指引是一种不确

定的指引 , 即允许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行为有选择余地
, 可 以 自行决定是否这样行为

。

如

法律关于公民有结社 自由的规定 , 即是一种选择行为
。

结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

每

个公民都有权行使这项权利
。

但该项权利行使与否 , 法律并不强制
, 而由每个公民依据

自己的信仰
、

志趣
、

专长等自行选择
。

当公民确定行使这项权利时
,

法律则保障由此产

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

即产生肯定式的法律后果
。

法律作为一种带有价值坷断的行为规则
,

在具有抬引作用的 同时
,

还具 有 评 价 作

用 , 是衡量人们行为的 标准
。

在复杂纷繁的辛卜会生活‘ ,
,

了矛在着乡种评价标准
。

由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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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的是人的基本行为
,

这些行为事关他人和社会的基本利益 , 因此
,
法律就成了一

定社会中最普遍
、

最通行的标准
。

当然
,
法律不可能规定人的全部行为

,

所以这个评价

标准也就只能在合法与非法的范围内适用
。

在法律规范的指引和评价作用中夕
人们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这种规定得到贯彻的

法律事实
, 可以为人们之间将要发生的行为预先加以估计和判断

。

这就是法律的预测作

用
。

例如 , 由于税法对纳税人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规定 , 由于国家税务
、

司法机关处理

的大量税法案件的存在 , 使得每一位纳税人在采取照章纳税或偷税漏税的行为之前 , 就

可以预测其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 ,

将自己的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
。

法律规范作用的客观性

法律规范作用的对象 , 是人的行为还是人的思想
, 即法律作用的客观性或主观性

,

是一个长期充满争论的问题
。

重新研究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

对于此问题的认识不无裨益
。

一百多年前的 年 月 , 普鲁士政府迫于人民争取民主 自由的浪潮 ,
颁布了一个

新的书报检查令
。

规定 “凡对整个国家管理机关或个别部门加以评价的作品 , 凡根据业

巳颁布或尚待颁布的法律的内在价值对这些法律进行讨论
, 揭露错误和缺点

, 指出或提

出改进办法的作品 , 只要它们的阐述合乎礼貌
,

倾向善良
, 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不符合政

府的精神而禁止发表
。 ” 如果作品 “带有有害的倾向时 , 应禁止发表

。 ”

对于这个总体上比过去宽松
、

民主 , 肯定公民有权对政府措施提出批评见解
,

仅要

求这种批评和揭露的倾向应该是善意的新的书报检查令
,

许多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感到

十分高兴
。

而青年马克思则基于他对法律内在精神的深刻理解 , 敏锐地抓住了新检查令

惩罚倾向的要害 , 系统地阐述了法律作用的对象应该是客观行为
,
不应该是主观思想的

基本观点 ,
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牢固的基础之上

。

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
, 不是思想规范

。

对于法律来说 ,

除了行为以外 , 公民根本不

是法律的对象
。

只有公民的行为
,

才是公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
。

因为公 民的行为

是公民要求生存权利和现实权利的活动 , 这种活动可能同其他公民的活动发生交叉
、

重

盛或磨擦 , 因此 , 公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或惩罚
。

即是说 , 支配或惩罚的 标 准 是 行

为
。

如果不以行为作为客观标准 , 而是以倾向
, 即以思想方式作为标准

, 那就是惩罚思

想
。

思想能否被法律所惩罚呢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谈到
,

对思想方式 , 哪怕是恶劣的思

想方式 , 是没有法庭和法典的 夕 惩罚思想的法律不是法 , 而是对非法的认可
。

普鲁士政府新的书报检查令
, 比旧的检查制度温和了 , 条件放宽了 , 只有关于 “倾

向” 的限制
。

表面上看
,

这种限制并不过分
。

既然从政府方面说 ,

对于不符合政府精神的

公民的意见
,

政府不得禁止其发表 , 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那么从公民方面说
,

发

表反对意见应该带有善意的倾向 ,

从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
、

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 ,

则也在情理之中
。

然而 , 这里的关键在于 “倾向 ” 本身不是行为 , 看不见
,

摸不着
,

无

法把握和度量 ,
任凭当权者解释

。

这样
, 就凭这一条

夕
政府就可以在合法的形式下随意

采取措施 , 使它在法律上承诺的一 切宽松和民主化为泡影
。

那么
,
这种规定惩罚倾向的法律

,

从法理 看 早不是法律呢 马克 巴说 “ 惩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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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
, 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

律
。 ”
法律应该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 以公民行为为内容 , 反映 “普遍利益 ” 的规范

。

在

一个国家之所 以存在不同的党派 , 则是因其不同的信仰
、

即不同的思想方式的存在为前

提的
。

针对其它党派的竞争和挑战 , 对本党派内部存在的异端思想方式作出处理 , 制定

自己的章程和党内
“
法规

”以维护本党派的利益 , 是正常的举动
。

但这种章程和
“

法规
”
只

适用于该党派内部
,
对全社会来说

,
它则是一种无约束力的 “ 特殊的东西 ” 。

如果通过

权力杆枉把这种 “特殊的东西 ” 以国家的名义制定为适用于全社会的反对倾向的法律
,

那就不是法 , 或者说仅就形式而言是法 ,
实际是法律形式下的专横

。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尽管是党派的法律
, 但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 , 能否以革命利益

需要为理由
, 置法律精神于不顾制定这样的法律呢 马克思的态度是否定的

。

他明确指

出 “反对倾向的法律
, 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

, 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 在罗伯斯

庇尔时期 , 国家在万不得已时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法律
, 在罗马各王朝时期 , 国家

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这样的法律
。

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 以 当事人的思

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
,

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认可
。 ” 多次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称赞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 , 在法学观点上强烈反对以思想言论 和 出 版 治

罪 , 与马克思的观点大致相同
。

但在执政以后 , 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和维护革命利益的

需要 , 使他放弃了原先的见解
, 颁布了一个地道的反倾向的法律《嫌疑犯法 》

。

对于这

样一个革命的阶级在革命迫切需要的时期颁布的违反法律内在精神的法律
, 马克思尽管

在主观态度上同情推各宾专政 , 但却没有让革命利益和政治需要遮住眼晴
,

毫不含糊地

指出其反科学性
,

并将它同没落阶级在没落时期颁布的反动法律相提并论 ,
一针见血地

指出 , 它们都是 “ 恐怖主义的法律 ” 。

马克思这种正确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 坚持科

学的彻底性的立场 , 十分坚定
。

马克思关于法律规范作用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思想的观点
,

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思想迫害 , 维护基本人权的理论武器 , 在社会主义国家是

人民大众同林彪
、

王
、

张
、

江
、

姚等惩罚 气恩想犯 ” 的行径进行斗争
, 维护公民人身和

政治权利的工具
,

而且对我们加深对法律规范作用的认识 , 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

原理的理解
, 推动我国法理学的研究

, 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法律规范作用的普遍性

法律规范作用的对象既然是人的行为
, 那么 ,

这种行为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还是

部分社会成员的行为的问题就提了出来
。

这就是法律规范作用的范围 , 即法律规范作用

的普遍性问题
。

法律是人们的行为规则
,

但它并不是针对具体的
、

特定的
、

个别人的行为
,

而是抽

象地
、

概括地规定集体意义 助勺人的行为
。

正如让
·

雅克
·

卢梭所说 “法律的对象永

远是普遍性的
。 ” 《 社会契约论 》, 商务印书馆 , 年版第 页

法律可以详细地罗列公 民享有的各种权利 , 但却不能指名道姓地把权利赋予某一个

人 法律可 以按照责仔年龄
、

行为能力等备种标准把人 们从法 卜 区分成不同类别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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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能指名把某某人列入某个类别 法律可 以确定国家的政体和某种选举制度
,

但它却

不能指定一个总统
,
也不能指定一届政府

。

法律规范的这种普遍性
, 是 由人们在对千差万别

、

形态各异的客观事物加 以认识 ,

掌握其中的共性和规律
,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 , 运用整理

、

归纳
、

综合

等手段进行理论加工而形成的
。

这是任何形式
、

任何内容的社会规范
, 由现象到规范的

必经之路
。

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
, 其形成过程则比其它社会规范更加严格 ,

其普遍性也就更加科学
。

然而 , 理论的 目的是为了实践
。

来源于实践的对各种行为的理性概括
, 正是为了给

错综复杂的人的行为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
。

法律规定是普遍的 , 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

案件却是单一的
。

要把单一的现象归结为普遍的现象
, 就需要运用法律

。

法律规范作用

的普遍性就在于这种对法律的运用不是仅仅一次性的 , 而是在同样情况下可 以 反 复 适

用 , 对于同样的行为给予同样的保护或处罚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正因为法律规定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般人的行为应该遵循的规则 ,
所 以它具有普遍

的约束力
。

约翰
·

奥斯丁认为
, 只有那种 “对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 ” 的命

令
,
才是法律

。
《 法理学范围的确定 》, 纽约

,

年第 版
,

第 页 普遍约束力

的意思
,

是指法律的规范作用及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
,

无一例外
,

在国家权力管辖范

围内
,

人人必须遵守 被统治阶级应当遵守
,

统治阶级也应当遵守 , 普通老百姓和司法

人员应当遵守
,

领导阶层
、

立法人员和最高决策者也应当遵守
。

来 自任何方面的违法行

为
,

都是对法律所体现的统治阶级和全社会利益的侵犯
,

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制裁
。

相对说来
,

来自被统治阶级方面的违法行为
,

由于统治阶级握有全部的国家力量 , 比较

容易得到纠正 而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违法行为
,

则由于复杂的政治
、

经济
、

权力
、

意

识诸方面的因素
,

纠正起来则不那么容易
。

社会发展史表明
,

法律规范对统治阶级内部

成员的行为发挥作用的大小
,

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定社会兴盛衰败的重要标志
。

法律规范作用的普遍性
,

不仅表现在从国内范围看适用于全体公民
,

而且表现在从

国际范围看适用于不同国家的同类行为
。

如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国家
,

一般都对杀人
、

放火
、

抢劫
、

盗窃
、

强奸
、

卖淫
、

吸毒
、

走私等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作出处罚的规定
。

随

着科学技术和经济交往的发展
,

全人类面临着资源利用
、

环境保护
、

能源危机
、

人 口 爆

炸
、

劫持飞机
、

计算机犯罪等越来越多
、

越来越急迫的共同问题
,

法律在规范全人类某

些共同行为
一

蹄 可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法律规范作用的普遍性
,

从根本上说
,

既不来自立法者的意志
,

也不来 自法学家的

幻想
, 而是以客观世界有序模式的普遍性为依据的

。

在我们生活的 自然界中
,

有序压倒

无序
,

规律压倒例外
。

地球始终围绕太阳运行
,

季节总是可靠地更替
,

生物在有规律地

生长变化
,

人体在正常地新陈代谢
。

虽然也有种种例外
,

但只要 自然界中不规则的和突发

的现象未达到决定的程度
,

人类就能够依靠可预测的事物发展过程
’

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

客观世界的有序模式
,

使人们内心产生一种社会生活有序关系的倾向
。

美国当代哲

学家马克洛指出 “ 我们社会 中的普遍成年者
,

一般都倾 向于安全的
、

有序的
、

可预见

的
、

合法的
、

有组织的世界 ” 。

如 果人们对 自己的话功方式和经常解决的 问题
,

老是不

停地重新考虑
,

不断地改变
,

会把一种过于沉重的
、

从 长远看舫至足
一

种无法忍受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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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压在人类的精神之上
,

而任何人都是具有有限的精力去干他们以前未曾干过的事情
。

这样
,

一种可以指引人的行为的方向
,
可以预测 自己和他人行为后果的法律规范就带有

了普遍的性质
。

虽然这种解释忽略了对法律本质属性的分析
,

但从人的生理和心理上发

掘出人类对行为规则的适应性
,

亦不失其合理之处
。

法律规范作用的强制性
·

法律规范作用的范围是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
。

这种作用不足 自动发生的
,

中间需要

媒介
,
即法律作用的方式

。

一般认为法律规范作用的方式
,

有自觉和强制两种
。

在阶级

社会中
,

由于法律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

统治阶级的成员对法律的遵守大多

是自觉的
、

无拘束的
。

上述人们对有序生活的倾向
,

为这种 自觉提供了基础
。

但是
,

同自觉相比
,

强制是法律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

任何一种社会规范的实行都

离不开强制
,

只是强制的性质
、

程度
、

方式
、

范围有所不同
。

法律在这些规范中之所以

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

就在于法律的强制是一种规格最高
、

程度最重
、

性质最烈
、

范围

最广的强制
。

这种强制是通过国家机关
,

以军队
、

警察
、

法庭
、

监狱为后盾实现的
。

哪

里没有强制力
,

哪里就没有法律
。

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强制的万式来实现
,

主要表现在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
、

惩罚

和预防上
。

任何法律都具有一定的制裁形式 ,

制裁是每种法律制度的必要特征
。

对于那

些影响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方式和实际利益的调控措施
,

要想得到全体成员 的 一 致 同

意
,

通常是不可能的
。

预防和制止了少数成员的非法行为
,

就保护了大多数成员的合法

权益
,

使人们得到一种安全感
,

增加社会的安定因素
。

这里说的非法行为
,

不仅指一般

公民的不法举止
,

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法律过程中的非法行为
。

国家除对有执

法责任而不正确执行法律的人员加以惩办外
,

还必须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
。

法律监督

和法律制裁都是法律实施的必要条件
。

法律的强制性是由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决定的
。

马克思认为
,

在社会生活特别是

在国家生活领域里
,

人的行为本身有规律可循
,

这个规律就是法律
。

他说
,

法律 “是人

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
,

是人的生活的 自觉反映
。 ” 法律之所 以能成为人的 行 为 的 规

律
, 就在于 “真正的法律 ” 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

,

并把这种要求通过 自己特有的法律

规范明确
、

具体
、

肯定地表现出来
,

把人的行为引入正确的轨道
。

所以
,

法律就成了引

导人们遵守客观规律的行为规则
。

任何规律都表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

然性
,

即具有一种非遵守不可的强制性
。

而体现客观规律的法律由于国家的干预
,

使这

种强制性更加明显
。

但规律和法律的强制力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发生作用
。

当人们认

识并遵守它时
,

这种强制就失去意义
。

因此
,

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制裁和强制
,

而是为人们和睦相处
、

满足人的墓本需

要提供规范安排
。

使用强制性制裁的需要愈少
,

社会内部潜在的各种矛盾愈少被激化
,

法律就愈能实现其保障社会安定与和谐的 目的
。

最好的医疗有预防疾病的发生
,

最好的

法律在于减少争议的出现
,

确保有序的平衡
。

法律规范作用的有限性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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