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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与规律性——法律观点与社会观点的区分 

2011年06月02日 16:06  来源：  作者：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4 期 11 版“跨学科研究”文章之一。  

法律人不是不关心规律性问题，而是把规律性作为法律规范体系得以存在的不言而喻的前提，他们

当然希望制定的法律是符合规律的，是符合正义的，但这主要是立法者的任务，法律人的任务主要集中

在合法性问题上。  

现在人们经常会发现，从法律观点出发与从社会观点出发对许多社会现象、法律现象的评价不一样，甚至完全

冲突。实际上这涉及社会现象的规范性和规律性问题。简单地说，法律观点是从规范性出发，而社会观点则是

从规律性出发对社会现象评价的。 

规范与规律在社会建构中密切交织  

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发现它、利

用它，不能改变它，如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人口学中的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关系的规律等；

另一类是社会现象的规范性，它是人们约定的产物，由人创造和改变，如道德律令、宗教规范、政令法律等。 

  规律性和规范性都表现出人类社会活动的有规则性，如劳动力的价格、法律的普遍适用；但是二者又有着

明显的区别，判断一个规律性的命题的标准是正确与否，即该命题是否符合真实，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判

断一个规范性的命题的标准则是更高的规范，是否正义，是否合法，是否符合一个规范性的根据。 

  道德和法律是典型的以规范性为根据的领域。但道德的规范性不同于法律的规范性，道德的规范标准渗透

到各个社会关系领域，包含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家庭、朋友、社团等，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伦理关

系问题，都包含着善与恶、公正与偏私的道德评价。法律的规范标准同样也体现了善与恶、公正与偏私，但它

是形式化的，即体现在法律之内的道德标准——合法与非法，而不是用法律之外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人们的行

为。 

  按照波普尔的说法，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往往把规律性和规范性相混淆，以为违反了某些规范性的禁

忌就如同违反了自然规律一样，只是随着人们接触范围的扩大和部落的解体，人们认识到禁忌在不同部落中是

不同的，它们是由人施加和执行的。这时，规范和规律才被区别开。但是，规范和规律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规

范的约定性并不排斥它们的可评价性、可比较性、可改善性。规范是约定的或人为的这个观点，表明了其中包

含着某种任意的成份，可以有不同的规范系统，但人为并不意味着完全任意。规范的建构需要有关社会规律的

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使规范建构受到限制。因此，在社会建构中，规范与规律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法学的基础是规范性  

法学是研究具有明显规范性的法律现象的社会科学，法律是人为的，是人们的约定，而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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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客观规律，尽管它具有国家意志的神圣光环。判断法律现象的标准是合法性，而不是真理性，即用法律或

更高的法律衡量一种行为是否合法。实际上，整个法学就是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判断一种行为的标准是合

法性，即在法律中是否能够找到根据；判断一个判决的标准也是合法性，看判决是否以法律为准绳；判断一个

下级位阶法律的标准是上级位阶的法律；判断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法院判决、行政行

为和公民行为的最终标准也是合法性，即它们是否合乎宪法。这就组成了一个从个别行为、文件，到个别规

范、具体规范，最后到基本规范、宪法规范的金字塔式的规范体系。 

  实际上，整个法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学会从法律观点看问题，学会把一个问题、一个个案放到规范

性的法律框架内来分析，而不是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视角分析。所谓法律人、法律共同体，无

论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学教师，也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法律观点的共识之上。当然，法律人不是不关心

规律性问题，而是把规律性作为法律规范体系得以存在的不言而喻的前提，他们当然希望制定的法律是符合规

律的，是符合正义的，但这主要是立法者的任务，法律人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合法性问题上。 

法社会学研究法律现象的规律性  

然而，对法律现象的分析绝不限于规范性方面。法社会学作为研究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科学，就是从规律性

方面研究法律现象的科学。法律的规范性，在规范体系中的自足、自洽，不能保证制定的法律符合客观规律。

一个逻辑上自洽的体系，内部没有矛盾，完全符合规范性的要求，但也可能不反映社会要求，不符合客观规

律。从法律观点出发对法律现象的分析，与从社会观点（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观点等在内的一切非法

律观点）出发对法律现象的分析的差别，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的中心看，法律观点的关注中心是法律规则，把案件放在规则体系中分析；而社会观点的中

心是案件的社会结构，把案件放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分析，如谁参与到案件中，以及这种参与对案件的影响，

从而发现不同案件处理背后的规律；而在法律观点看来，案件的社会结构完全是不相干的，无论谁是案件的法

官、检察官和律师，谁是案件的当事人，是穷人还是富人，社会形势如何，都与案件的处理不相干，同案同

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从研究的过程看，法律观点把法看做一个逻辑过程，每个案件都可以在有关规则中找到答案，逻辑

决定了结果；而社会观点则认为法的实施过程不是逻辑的，而是经验的，案件的结果不仅仅决定于法律，执法

者的自由裁量、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以及影响着案件的社会环境都可能影响案件的结果。 

  第三，从研究的目的看，法律观点的目的在于寻找法律结构的逻辑一致性，首先是确定什么是一个案件中

被适用的法律，是一个还是多个法律规范，如果是多个法律规范，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哪个规范优先，

该规范是否清楚，如果不清楚，应对它们作什么解释，其中是否有漏洞，如何弥补；而社会观点所关心的不是

现行法律结构的逻辑一致性，而是所研究的行为在理论上的同一性，是否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这些行为，还是

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予以解释。 

  第四，从对法律的态度看，法律观点有时也对法律持批判或变革的态度，但不是由于法律不适应社会需

要，而是由于法律自身，其内部相互矛盾，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社会观点对法律的批判和变革的态度，不是

由于法律内部缺乏一致性，而是由于法律不适应社会需要。 

  最后，持法律观点的人一般都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具有自己职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包括对法律术语和

法律推理意义的理解；而持社会观点的人往往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也不懂得法律的专门的术语和技术，

而是从过去和现在的历史的、传统的、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点出发，运用其他社会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程序、技术进行研究。 

  但是，法律观点与社会观点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首先，规范性的认识必须建立在规律性认识的基础

上，如果立法对社会关系的概括本身就是错误的，则立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次，就

法律规范的金字塔式体系而言，并不是完美无缺、自足自洽的，法律空白难免出现，执法者不是在真空中生

活，社会观点不能不影响执法者的自由裁量；再次，法律的适用一方面以法律为准绳，另一方面又要以事实为

根据，也就是说，前者属于是否合法的问题，属于规范性的领域，而后者则属于案件所揭示的事实是否真实的

数字报订阅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中国社会科学网 -海疆在线 -中国航空新闻网 -人民论坛网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0184  

京ICP备11013869号-1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zzszbj@126.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泰达时代中心1号楼11-12层 邮编：100026 

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规律性的领域，规律性和规范性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景文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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