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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区分制度结构、现实制度和功能制度是重要的。首先，
关于制度的讨论经常在这些不同的含义之间变换。在对每种具体情形进行不同的评估时，明晰性要求
保持这些概念的独立性。其次，不同的法学观念对法律概念范畴的理解也明显不同。例如，德沃金的
解释性理论认为法律是一种功能制度，因为法律的识别需要参考司法政治史，所以它将涉及社会的功
能制度。然而，法律实证主义者的概念范畴则不太清晰。原则上，他们致力于一种法律的一般理论，
这种理论能够描述许多不同社会的法律。我们或许可以在功能制度范畴或制度结构范畴作总体性的法
律描述。然而，在功能制度范畴的总体描述，会根据功能制度的一些表现特征来识别法律。例如，自
然法理论根据功能制度的正义与否来识别法律制度。我将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的第一节进一步讨论这
个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律实证主义者试图将法律的评价与法律的描述区分开来。因此，
在功能制度范畴的描绘，可能会发现该范畴对他们是没有吸引力的。另外，因为制度结构的结果论评
价是复杂的，所以在制度结构范畴描绘法律进一步推进了将法律与评价相分离的目标。人们必须根据
可预料的事实去评价每一个可能的功能制度。而且，一项涉及制度结构范畴的法律描绘将会根据其重
要的、社会的特征描述法律。这与作为“描述社会学”之一的哈特的描述相当一致。最后，哈特本人
将法律界定为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这似乎是将法律识别为制度结构——因为次级规则构成了
解决复杂社会所面临的三大难题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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