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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于1996～2000年先后五次主办全国研讨会，围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依法
治国与法律体系构建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刘海年、刘瀚、李步云、信春鹰、李林等学者担纲主编，将研讨会论文撷选出版。
这几部文集出版后，在传播法治理念、深化法治研究、促进法治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民主法治建设30周年，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
，现将五部文集作为“中国法治论坛”的特辑出版。
依法治国系列文集的再版，对于总结中国特色依法治国的历史经验、推进当代中国法治改革和发展，
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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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　李林*　　什么是法律体系（1ega1 System）？
根据什么标准、原则来建构、解构或者划分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
什么是法律体系的协调及其发展？
对于此类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我国学者在80年代前半期，曾经有过一场大规模的讨论。
这场讨论对于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立法工作，起到了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政治发展目标提出后，在明确提出我国
到2010年要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任务后，过去关于法律体系协调发展大讨论所
提供的理论成果和制度设计，显然难以适应和服务于今天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体系
的需要。
从新形势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和目标要求来看，法学理论界关于法律体系建构的理论
准备明显不足，亟待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以往，我国法学界对于法律体系的理解，一般比较狭窄，认为“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
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津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即使学界现在的理解，也没有能够跳出这个窠臼。
我国学者的上述观点，基本上是源于前苏联的关于法律体系的传统理论。
这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
如众所知，西方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通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法律体系概念：一是将法
律体系视为法系，如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维德所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实际讨论的多是法系问
题；由法律传统形成的法系，其各个法律的布局和建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而这些法律
最初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法律体系”理论，主要是现实的需要使然。
所以，当把各个法系的构成状况描述清楚后，“法律体系”的轮廓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二是习惯上将法律体系分为公法和私法的“两分法”。
这是从古罗马乌尔比安对法律体系作出公、私法划分以后，一直沿袭至今的划分方法。
在这个基础上，当代法学家又派生出了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经济法”和“社会法”，使法律体系
的划分成为“四分法”的格局。
以公法和私法划分为基本前提，有的法学家建构了“五法体系”或者“六法体系”。
“五法”：即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六法”：即宪法、民法、刑法、行政
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把法律体系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其划分标准的各种理论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认识前提是一致的，即
承认经济社会关系具有公和私的不同性质，法律只是这种公私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调整手段。
把法律体系再划分为“五法”、“六法”或者若干种类“法”，都是以承认私人领域和私有制经济关
系为基础和前提的。
在普通法系，其基本分类不是公法和私法，而是普通法和衡平法。
在法的分类上，普通法和衡平法缺乏系统性和严格的标准，多数是从中世纪的诉讼形式发展而来的，
如普通法系并没有单一的民法和商法，有关的内容分散在财产法、侵权行为法、合同法、信托法、票
据法等法律中。
　　但是，在前苏联，学者们根据列宁于1922年确立的政治原则：“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
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由此只是扩大国家干预‘私法’
关系的范围，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而是把我们的革命法律意识运用到‘公民法律关
系上去”，否定了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前提与标准。
与此同时，为了显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关于法律体系理论的根本区别，适应理想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性质，前苏联学者另辟蹊径，“试图找到其特有的将法律体系划分为部门的
‘独特的’主要标准”。
这种强烈的政治愿望和现实需要，引发了前苏联学者对于法律体系的理论争论。
“在1938～1940年的这种第一次争论中，得出了法分为部门的基础是实体标准——受法调整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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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或法律调整对象的结论。
依据这一标准，现行法律体系分为10个法律部门——国家法、行政法、劳动法、土地法、集体农庄法
、财政预算法、家庭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
50年代中期，前苏联对法律体系问题争论有所发展。
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将法律调整对象作为主要标准外，还必须划分出附加标准——法律调整方式。
1981年，在前苏联关于法律体系的讨论中，确认了将法律调整对象和方式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
到了90年代中期，有的俄罗斯学者逐步修改了前苏联关于法律体系的看法，他们不仅承认了公法和私
法的划分，而且还对法律体系作了有一定新意的界定：“法律体系是指全部法律规范根据调整的对象
（被调整关系的性质和复杂性）和方式（直接规定方式、允许方式及其他）分为法律部门（宪法、行
政法、民法、刑法等）和法律制度（选举制度、财产制度、正当防卫制度等）。
”显然，俄罗斯学者对于法律体系的界定，已经突破了原来狭窄的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为内容的法
律体系概念，而把法律制度加入其中，拓展了法律体系概念的范围。
当然，我国学者在80年代关于法律体系的界定中，也提到了“法律制度”，并把它当作构成法律体系
的要素，但在论述中几乎没有涉及，给人的印象是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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