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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伦理分析》

前言

欣闻刘爱龙博士的学位论文《立法的伦理分析》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甚是欣慰，特致以学术
上的热烈祝贺!现利用作者要我为本书写序之际，将初步研读书稿的体会与读者共享。法律与道德的关
系问题是法学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经典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自西方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
提出“良法”的两个标准和中国西周“周公制礼”起，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就进入了理论与实践的
双重考量视域；说它常新，是因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质，其关系的紧密
度和具体内容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民族各不相同。是因为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两种最主要的社会调整
方式和手段，两者之间的关系确乎具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法哲学和伦理哲学的内涵，对它的回答几乎
涉及人性和人类社会关系全部问题的本质。因此，历代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家都将对两者之关系
的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理论任务之一。但是，研究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具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一是
设定法律与道德是两种相互分离、相对独立的社会控制手段，没有两者的相互分离、相对独立、彼此
差异，就没有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把握。但是，人类社会调整体系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宗教、道德、
风俗习惯和法律混合的时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关系和社会调整的日益复杂，社会调
整的方法和手段才逐渐分化，相对独立。西方古典自然法学无视法律与道德的内在本质和深刻差异，
常常将两者予以混淆，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两者之关系。二是道德与法律存在着内在的复杂多样
的相互联结关系，没有这种联结关系，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研究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意义和和实践的价值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基于道德与法律相互分离的基本洞见，否定两者之间的内在必然关系，进而试图
将价值判断驱逐出法律和法学视野，同样无法科学把握两者之关系，无法对社会调整进行全面深刻的
阐释，更无法实现其对法律的道德批判与检讨，难怪其无法做出“良法”与“恶法”的区分，得出“
恶法亦法”的判断，否定了对法律进行伦理价值判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
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民族由于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不同，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人们有不同
的理解，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研究者在深刻揭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法律伦理学
基础的同时，关注本民族时代的伦理精神和伦理文化、法律文化的传统，做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
色的学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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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伦理分析》

内容概要

《立法的伦理分析》主要内容：法律是人类实践理性的产物，立法的目的旨在创制优良法律。而优良
法律的关键之处在于其伦理正当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时应特别注重对立法的伦理分析。本文主要
关注两个彼此紧密关联的问题：其一是考察何种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能够成为法律的内在精神，并如
何逐步实体化为法律的立法原则与法规范的内容；其二是从宏观上考察作为支配整个立法过程的各个
层面与方面的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重点对立法权、立法主体、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狭义的)的各
个层面与方面进行伦理分析与道德解读。依此，基于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价值分析方法，从法律与道
德之相互关联性的法律伦理学视角出发，文章对立法的伦理分析专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立法权的伦理分析。作为考察立法权的先在环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须被纳入考量的
视野；接着分析立法权和其他国家权力之间配置的伦理正当性问题；基于前述两种分析，最后的环节
是探究立法权分配的伦理机制问题。 
其次是对立法主体的伦理分析。唯有在构成上具备伦理正当性的立法主体，才能确保其对立法权的运
作、对法律的制定具有正当性，这也是公民之所以守法、法律之所以被信仰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要解
决的是该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立法权如何运作的问题。在此，作为立法决策机制之伦理成因的“
合意”就成为分析重点。与此同时，作为制约立法过程、影响立法者立法行为的伦理素质，自然要被
纳入到立法主体的伦理分析视域。原因在于，立法者良好的伦理素质，为基于统治合法性和合意立法
决策机制而形成的具有正当性的立法决策结果的现实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维度。 
再次是对立法内容的伦理分析。任何立法都要遵循一定的立法原则：是在立法原则指导下的产物，因
而法律规范的内容受制于立法原则，而立法原则又直接导源于法的正义理想，是法的各种价值的综合
体现。因之，第一，应聚焦于法的正义理想，探究从法的价值演化为立法原则的成因以明晰法律的伦
理基地。第二。应考量从立法原则如何具体化为法律规范以明晰良法的实体内容。有鉴于一切法规范
都以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为具体内容，是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因而，在此应着力分析法律权利与
义务及其相互关系的正当性，以及道德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的原因与途径，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双
向互动，藉此以明晰法规范内容的伦理正当性。第三，应分析不同立法原则的差异，以及在迥然有别
的立法原则的指引下，立法者是如何构造法规范内容的。 
又次是对立法程序的伦理分析。立法程序的好坏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伦理学视野中从学理层面来
考察，更是一个程序之正当性问题。基于此，第一，应考察立法程序的价值使命和伦理本性以明晰其
伦理性质。第二，应在实证的历史分析维度和形上的学理分析维度，探究立法程序生成的伦理机理。
然后重点剖析正当程序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最后是对立法技术的伦理分析。从狭义上来看，立法技术的伦理其实质是法律规范生成之表达技术的
伦理。在对立法技术的伦理分析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作出分析后，文章对立法语言的表述、法律体系的
建构和法之续造等三项立法技术作出了较为深入的伦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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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立法者的伦理素质作为制约立法过程、影响立法者立法行为的伦理素质，自然要被纳入到立法
主体的伦理分析视域。作为立法主体之伦理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法者良好的伦理素质对立基
于统治合法性和博弈伦理而形成的具有正当性的立法决策结果的现实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维度，
亦即是说，它与优良立法的实现休戚相关。笔者认为，在此语境下，对立法者伦理素质的研究首先在
于界定立法者伦理素质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再考察立法者伦理素质对立法权效益之影响及其作用方
式。一、立法者伦理素质的内容：价值诉求与职业道德 任何社会的法律创制皆是由立法者来完成的，
因而，法律不可避免地要留下立法者——人的痕迹，要打下人的烙印。立法者的伦理素质不仅表征着
立法者的价值诉求和人文关怀，而且彰显着立法者的伦理素养和道德水准。因而，立法者伦理素质的
内容应从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具体把握：一方面，价值诉求与人文关怀乃是立法精神或法律精神
之具体表征，它直接指涉立法主体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能有机整合、实现个体幸
福与整体福祉、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和谐共生的理想生活图景；另一方面，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
约下，前述理想价值诉求必然以一种完全或不完全的方式投射到现实当中的立法者这一特定职业群体
身上，从而形成立法者的职业道德素质。因而，作为立法者伦理素质内容的两个方面，价值诉求居于
更高的整体、宏观层面，它直接凝结成法律这种强行性规范的制度道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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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法的伦理分析》主要关注两个彼此紧密关联的问题：其一是考察何种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能够成
为法律的内在精神，并如何逐步实体化为法律的立法原则与法规范的内容；其二是从宏观上考察作为
支配整个立法过程的各个层面与方面的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重点对立法权、立法主体、立法程序
、立法技术（狭义的）的各个层面与方面进行伦理分析与道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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