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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规范与认同:制度法律理论研究》主要内容简介：规范与规范认同意识的分离、规则的出现与制
度化、法律的基础、承认规则理论的普遍化、休谟定律与凯尔森纯粹法律理论、哈特对凯尔森问题的
解答、认同与、规范性来源、制度法律理论规范性理论的特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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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制度法律理论的来源与创始人生平
第二节 制度法律理论研究的意义
第三节 制度法律理论研究范围
一、历史范围的限定
二、研究内容的限定
第一章 规范与规范性：法律秩序如何可能?
第一节 法律秩序的基础
一、规范与规范认同意识的分离
二、规则的出现与制度化
三、法律的基础
四、承认规则理论的普遍化
第二节 凯尔森规范性问题的解决
一、休谟定律与凯尔森纯粹法律理论
二、哈特对凯尔森问题的解答
三、认同与、规范性来源
四、制度法律理论规范性理论的特色
第二章 规范与习惯：对哈特的反思
第一节 习惯的内在视角
一、法律规范的理性化假设
二、秩序的非理性基础
第二节 法治的习惯之维
一、法律的习惯基础
二、个体习惯与秩序建立
第三节 法律应当被遗忘
——法治的两个维度
一、法治的时间之维
二、法治的生活之维
第三章 规范与制度(事实)：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批判
第一节 制度事实哲学理论
一、约翰．塞尔的制度事实理论
二、制度事实理论与人文科学方法
第二节 规范及其存在形态
一、极端法律现实主义的挑战
二、规范的存在形
第三节 规范与制度
一、制度的分类和结构
二、制度是共享信念体系
第四章 规范与价值：与自然法的和解
第一节 “恶法非法”之争
一、“恶法非法”现代之争
二、“恶法”是自然法还是实证法?
第二节 自然法与实证法的融合
一、传统自然法的超验性
二、现代自然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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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制度法律理论对自然法的接受
一、实证主义方法的改变
二、对正义观念的承认
三、对价值观念的接受
第四节 恶法有限(度)
一、正义的内生性
二、恶法的底线
结语 规范理论的现实主义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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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另一方面，物理事实和制度事实的区分从方法论上来说也可以视作是哈特的内在视角理论的
继续延伸。
哈特的法律理论认为，规则预测说的观察方法就是一种依靠外在形态的规律性进行类似于物理学家对
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观察的。
其错误就在于在对规则进行理解的时候没有采取“内在视角”①。
而制度事实同样强调对制度事实的存在不能仅仅依靠对物体或者行为的物理性质或轨迹的感知与描述
。
制度事实的存在必须依赖于观察者对于存在物的物理性质之外的某些信息的理解。
正是这些信息赋予了物体与行为超越物理事实和举动之外的社会意义。
对于制度事实而言，虽然制度事实的存在必定要依附于某些物理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超越了物理事实
之上的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只有以一个内部使用者的角度才能理解。
缺乏对这种内部角度的理解将无法理解制度事实。
制度事实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是与内在角度的理论是一致的。
两种理论拒斥的都是从外在的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对事物和行为进行描述。
两者强调的都是个体对于事物和行为所赋予的无法通过物理特征和行动轨迹描述和表达的社会意义的
存在。
区别之处在于哈特的内在视角理论将这一视角局限制于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和解释之上将其局限于法学
领域之内；而制度事实理论则进一步将这一理论泛化并扩展到了不仅仅包括行为，也包括其他事物，
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哲学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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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规范与认同:制度法律理论研究》为法理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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