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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 式向社会颁布，而在此之前一个多月，洪
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就 邀请参与这次立法的学者、官员等，就这部即将颁布的法规进行 了专题讨论
。
在这次研讨会上，报告人和评议人除了介绍这部法 规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之外，更就该法的成因与
推动力、立法 过程、法律实施机制、施行该法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该法与其 他相关制度尤其是民
主和法治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
换言之，这次讨论所关注的，更多的不是法律的文本及其 规范含义，而是法律的过程，法律发挥作用
的机制，以及法律在 社会中的实际意义。
这种跨学科的审视法律的方法，这种对法律 过程和行动中的法的关注，在我们并非自今日始。
     本辑主题——“社会中的法”——便凸现出这一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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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纠纷解决与民间社会规范 范愉　　法律与习惯等民问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同属社会规范的范
畴，前者依托于国家权力，后者则植根于民间社会生活；在社会治理中，二者通常会并行不悖地存在
，成为社会主体纠纷解决的依据。
法治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自治，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法律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通过
司法权和法律职业垄断或包揽全部纠纷解决活动。
当代法治国家“实现正义”（Access to Justice）的理念，已经从现代初期的单一依赖司法与诉讼实现法
律正义，走向了以各种替代性方式（ADR）追求多元化正义的时代（范愉，2003a），民间社会规范的
存在及其作用不仅作为一种客观事实，而且作为一种基本治理方式已得到现代社会的认同。
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民间社会规范的作用及其与法律的关系则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和更为
现实的意义。
　　1980年代以来，中国在“依法治国”口号下不断强化国家法制，随着法律和司法的社会作用提高
，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发生了解体或转型。
这种变化固然可视为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司法地位的提高，但是也反映了国家权力在社会治理中的
一种偏向，客观上造成了纠纷解决途径单一化的趋势：在强调国家法的统一和权威的同时，非正式机
制的作用以及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则受到贬斥。
这种情况客观上已经导致了社会治理中的某种困境。
新世纪到来后，由于社会需求和观念的改变，这种倾向开始得到扭转（范愉，2003 b；Fan Yu，2003
：533-555），多元化的价值受到了重视，一系列制度正在重构或建构--如人民调解制度、基层自治制
度、行业自治以及基层司法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多元化的理念能否替代国家法中心和法律中心的单一化倾向，将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
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习惯及民间社会规范的界定及形态　　习惯及其他民间社会规范作为事实的法秩序的一部分
，属于法社会学研究中的“非正式的法”、“活法”（Living Law）或“行动中的法”（Lawin Action
）。
这些在民间社会中自然形成并长期得到遵从的原则和规则，经常被应用于社会治理、解决利益纷争，
确定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如果对“法”（实质意义上的法）与“法律”（形式意义上的法）加以区别，习惯及其他民间社会规
范确乎可以归属于“法”的范畴。
法律多元的研究框架把民间法（非官方法）作为与国家法并存的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叶正士，1997
），国内的研究也将这些民间社会规范统称为习惯法或民间法。
然而，如果从国家的角度界定“法律”（rule），则法律以外的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民间社会规范或
社会规范（social nor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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