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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

李步云 杨松才

〔提 要 人权 自身的社会属性
,

决 定 了权利和 义务的高度统一性 权利与义务在结 构上是互相对应

的
,

既相互 区别
,

又相互联 系 既是不 可分的
,

又是可分的 权利与义务在功 能上具有互补性
,

各 以

时方的存在作为 自己存在的前提 权利与义务在价值上具有主次关 系
,

权利在这一矛盾统一 体 中占主

导地位
,

法律应 以 权利本位作为价值取向
、

而权利本位应 坚持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协调
,

强调 个人

权利本位与社会权利本位的统一 如此
,

才能实现法律保障人权的终极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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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具有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分割性
。

实现人权在权利与义务上的高度统一
,

合理地
、

科学地

处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

是先进的人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

马克思认为
“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

① 。

这一般原理
,

为现代人权观念

所公认
。

正如 《世界人权宣言 》所强调
“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
,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

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 ②。

人们在行使权利和 自由时
,

只受法律的限制
,

确定此种限制的

唯一 目的在于保证对别人权利和 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
,

是由人权 自

身的社会属性所决定
。

因为人权只能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存在
。

在个人与个人
,

群体与群体
,

个人
、

群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中
,

某一主体享有某项权利
,

就意味着要求其他主体有尊重并

不得侵犯这项权利的义务
。

否则
,

任何人的人权都无法得到保障
。

因为你不尊重或任意侵犯别人

的权利
,

别人也可以不尊重或任意侵犯你的权利
。

但是
,

权利与义务又有可分性的一面
。

因为权

利与义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
。

本质上
,

权利是利益的享有
,

而义务则是利益的负担
。

就具体

行使而言
,

有的主体可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 有的主体则可能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
。

权利与义务相分离
,

是一切私有制社会所共有的特征
。

它反映了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不平

等关系
。

不过
,

这种分离的性质与程度在奴隶制社会
、

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又有很大区

别
。

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改变 自己 的形态
。

权利与义务由完全分离逐步走向统一
,

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发展与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权利与义务实现高度统一的社会
。

在这里
,

任何人在法律上既应是权利

主体
,

也应当是义务主体 任何人在法律面前
,

既应享有平等的权利
,

又应承担平等的义务
。

社

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

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废除
,

阶级对立的消失
,

使权利 与义务的根本性分

离失去了社会根基
。

但是
,

这并不是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存在任何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

情况
。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
、

法律制度为权利与义务实现高度统一提供 基本的社会条

件
一

与法律保障
,

但有的人并不一定按法律规定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

旧社会特权制度和思想的传

统影响
,

新社会经济
、

政治和文化权力的高度集权以及民主 自由和法制建设的不完善
,

人权观念

还未深人人心是其根本原因
。

反对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的特权思想与特权人物
,

是所有社会主

义国家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

如何从制度上
、

法律上防止与杜绝这类特权人物的存在
,

是社会

主义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课题
。

人权的认可与享有不是绝对的 权利与义务的设定与实现是有界限的
。

这种界限应由法律作

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

如果国家可以任意剥夺或肆意侵犯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

那是专制主义 如果

允许权利主体可以超越人权的合理界限而滥用权利
,

那是无政府主义
。

这两种倾向都是应当防止

和反对的
。

在缺少民主与法治传统的国家里
,

关键在于防止与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
。

具体说来
,

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关系
,

可以具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
、

结构上的对应关系

权利与义务既相互区别
,

又相互联系 既是不可分的
,

又是可分的
。

它们是体现 与处理各种

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利益享有
、

分配
、

调节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法律形式
。

从结构上看
,

其相互关系

有以下儿种情况

在抽象法律关系中
,

某一主体所享有的某一权利 如人身自由
,

就意味着和隐含着其他主

体承担有不得侵犯这一权利的义务
。

这是不需法律明示的
。

在抽象法律关系中
,

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某种权利
,

如公民应享有一些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

利
,

另一方面
,

国家则有义务 职责 保障公民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得以实现
。

法律关系的一

方
‘

应尽某种义务
,

如公民有纳税的义务
,

国家则有权力 即职权 监督这些义务得以履行
。

这也

是不需法律予以明白宣示的
。

在抽象法律关系中
,

法律关系主体所应享有的某些权利 如公民享有劳动权
、

受教育权 同

时也是权利主体 自己应尽的义务
。

当然
,

这种权利与义务完全同一的情况并不 多
。

而且
,

劳动和

受教育是否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

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

在某些具体法律关系中
,

如在借贷关系中
,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之间是对等

的
。

而在另一些具体法律关系中
,

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等的
。

如某甲立下遗嘱将遗产遗赠给某乙
,

某乙并不一定承担对某甲的义务
。

在一般情况下
,

权利与义务不可分离
,

即
“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

也没有无权利的 义务
”

但

在特殊情况下
,

权利与义务又是可分的
。

例如
,

在封建制度下
,

国家公开维护等级特权
,

几 乎把

一 切权利赋予一 个阶级
,

而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

二
、

功能上的互补关系

法以权利与 义务指引人们的行为
,

调整社会关系
,

规范社会秩序
,

并在相 互依存
、

制约 与互



动中运行
,

其功能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补充的
。

权利与义务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

正如黑格尔所说 权利与义务的
“

每一 方

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规定
,

此一方只有反映了另一方
,

才能反映 自己
。

另一方也是如此
。

所以每一方都是它 自己的对方的对方
” ③。

实践中
,

如你不履行尊重别人的权

利 与义务
,

别人也会有不尊重你的权利与义务
。

在此种情况下
,

任何人的权利都将失去保障
。

权利允许一些人可以获得某种利益
,

作出某种行为 义务要求一些人不可以获得某种利益
,

作

出某种行为
,

这都是维护社会秩序
、

安全与整体利益以及保障个人 自由
、

安全与利益所必需的
。

权利直接体现法律的价值目标
。

例如
,

近代出现的宪法
,

以全面保障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

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
。

列宁指出
“

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 民权利的纸
” ①。

这是
“

人 民

主权
”

代替
“

君主主权
”

之后的必然要求
,

是实行
“

代议制
”

条件下
,

人民保障自己权利的可靠

基础和基本条件
。

义务则保障法律权利与法律价值目标的实现
。

不对他人
、

社会或国家尽自己应

尽的义务
,

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都将无法维系
,

法律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

三
、

价值上的主次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价值取向上
,

存在着是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的问题
。

法律权利与义务这一对矛盾统一体
,

必然有一方占主导地位
。

当然
,

在一定条件下
,

矛盾的

主要方面可以转化
。

就权利义务关系而言
,

所谓权利本位
,

是指权利在这一矛盾统一体中
,

占主

导地位
,

它是出发点与归宿
,

是重点与重心
,

是基础与中心环节
。

所谓
“

权利本位
” ,

即
“

法应

当是或实际是以权利为本位或主导
”

是这一原理与原则的概括表述
。

反之
, “

义务本位
”

亦然
、

从应然的意义上说
,

法律权利与义务应当以权利为本位
。

从根本上看
,

这是法与权利这两个

概念 自身的本性或本质所决定
。

人不是为法而存在
,

而是法为人而存在
。

法是社会正 义的体现
,

法的 目的应当是为人服务的
,

是为全人类谋利益的
。

人生而平等
,

在法律上所有人都应当是平等

的主体
。

法律以权利与义务为内容来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
,

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

目的是为全人类

谋幸福 法的精髓在于对权利的认可与保障
,

而权利的基础是利益
。

法的本性与目的应当是对权

利的认叮 与保障
,

通过对权利之间冲突的协调
、

对权利之间互相侵犯的制约
、

对主体权利实现的

促进 与保护
,

来实现它 自身的价值
。

其次
,

权利本位论
,

还可从人权理论得到证明
。

在现代
,

从

宪法到各种基本法律
,

所有对公民权利的设定
,

包括人身人格权
、

政治权利与自由
、

经济文化社

会权利
,

都是属于人权的范畴
。

而在各种具体法律关系中
,

权利的保护无不是人应当享有的各种

权利的衍化与派生
。

因而
,

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
,

权利是 目的
,

义务是手段
,

权利是义务存在

的依据和意义
,

法律设定义务的 目的就在于保障权利 即保障人权 的实现
。

在奴隶制与封建制条件下
,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看问题
,

那时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
。

其

表现
,

一是法律公开认可与维护等级与特权 二是当权者把法律看作是统治人民的工具
,

以设定

人民应尽种种义务为立足点
。

这是由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所决定
,

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法律与

权利的本性与本质的异化
。

在近现代
,

随着物质文明
、

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发展
,

随着市场经

济
、

民主政治
、

法治国家
、

市民社会和理性文化的出现和完善
,

法律与权利的本性与本质开始实

现回归
。

以法律来保障平等权利
,

权利 人权 应得到法律最广泛最充分的保护
,

已成为全人类

最强烈的呼声
,

成了现时代的时代精神
。

在这种条件下
,

法律以权利为本位
,

是历史的必然

权利本位有个人权利本位与社会权利本位之分
。

早期资本主义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
,

这同资



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当时的放任自由主义政策有关
。

世纪 以来
,

随着资本主 义世界社会矛后

与冲突的加剧以及社会文明水准的提高
,

特别是全人类权利意识的加强
,

个人权利本位发生 厂变

化
, “

个人一社会权利本位
”

的观念与实践开始成为西方世界的发展趋势
〕

在一 个很 长的时期甲
,

社会主 义的价值取向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其基本的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 丁场经

济体制的过渡
,

个人权利的保障越来越受到重视
, “

个人一社会权利本位
”

的观念 与实践也已 开

始成为东方世界的发展趋势
。

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

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协调
,

个人权利本位 ’

社会权利本位的统一
,

是未来世界的基本走向
。

这符合事物的本性
,

符合文明发展的要求
,

符合

全人类的愿望
。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

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遇到的困难与阻力一样多
、

这一走向同

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是相符的
。

因为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个
“

以个人 自山发展 为

一 切人 白由发展的条件
”

的联合 ⑤ 。

在今天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
,

强调
“

权利本位
”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这不仅是现今时代精

神的要求
,

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
。

在西方发达国家里
,

由市场经济等条件所决定
,

尊秉

个人权利包括个人 自由
,

已有 多年的历史
,

已成传统
。

因此那里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

平等
,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每个人应尽 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

包括建立福利国家
,

以实现社会公

正
。

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同
。

它经历过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 的历 史
,

把法律看作是统治人 民的

具
,

只强调人民要尽 自己的义务
,

而十分轻视和漠视人民的权利
。

这种传统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

而搞市场经济在我国才只有近十年的历史
,

而且正在建设过程中
。

因此
,

直到今天
,

把宪法和法

律看作只是约束老百姓的手段
,

只强调公民应当尽遵守法律的义务
,

而忽视公民权利的保障
,

这

已成为很多干部的思维定势
。

在立法中
,

这种思维模式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

即在法的制定中
,

只

重视公民应尽的义务
,

而忽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只重视政府管理权力的强化
,

而轻视行政相对

人权利的保护
。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

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 史潮流 市场

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经济主体形式多样
、

行为自主
、

利益多元
、

尊重权利基础上平等地 自山地进行

交换的经济 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在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中应以
“

权利为本位
”

的理论 与实践

我们从广阔的视野上还应看到
,

市场经济必将带来两大社会关系和五大思想观念的转变
。

这就

是
,

实现
“

从身份到契约
”

的转变
,

极大地扩展个人
、

企事业单位和地方的自由度 实现
“

国家

职能
”

地转变
,

由过去的
“

大国家小社会
” ,

变为
“

小国家大社会
” ,

扩大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活

动空间及其 自由度
。

同时
,

市场经济还必将逐步改变人们的旧观念
,

促进人们的 自主意识
、

权利

意识
、

自由思想
、

平等观念和民主思想的健康发展
。

所有这些
,

势必为整个社会尊重 个人权利的

理念 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基础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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