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系统论思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法系统论思维>>

13位ISBN编号：9787511833914

10位ISBN编号：7511833918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顾祝轩

页数：3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系统论思维>>

内容概要

《民法系统论思维(从法律体系转向法律系统)》(作者顾祝轩)首次将社会系统理论运用于现代民法学
研究。
传统民法体系思维一味地强调体系自律性，但并未明确自律的范围及保持自律的途径。
正因为体系思维缺乏法律对应社会变动的视角，民法系统思维积极寻求新的概念和方法，以完成对民
法体系思维的升级。
《民法系统论思维(从法律体系转向法律系统)
》内容超越了传统民法学知识谱系，但又未脱离法律教义学的基本框架，称得上是一场成功的“知识
冒险”，也是著者继《制造“拉伦茨神话”：德国法学方法论史》之后又一项“原创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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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祝轩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企业法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002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民法学家田山辉明教授，曾任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助
手。
现从事民法、法律方法论、土地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代表作有：《合同本体解释论：认知科学视野下的私法类型思维》(法律出版社)、《中国民事法律继
受：中日比较法视角》(早稻田大学出版社，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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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既然如此，如何协调以上各自不同的“观察时间”呢？
卢曼认为，法院凭借自身是“法律系统自我观察的中心据点”这一优势，可以自觉地操作各种“观察
时间”。
具体而言，面对系争案件，法官一方面要关注当事人和周围利害关系人的“观察时间”，甚至上级法
院以及社会（例如，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等）的“观察时间”；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政治和经济领
域存在的具体情况和当下的科学发展水准，在尽量使之不发生抵触的条件下，形成针对系争案件判决
的“固有时间”，并在一系列时间操作的过程中最终作出判决。
据此，基于该判决的“固有时间”而形成的“场域性”便可以被大致消解。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操作各种“观察时间”不可过于明显，须在不显眼之处谨慎从事。
　　法官在实施判决过程中力图将各种“观察时间”相互协调，这是否同卢曼一贯主张的法律系统的
闭合性理论产生矛盾呢？
这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卢曼所说的法律系统的闭合性。
一般而言，在法律系统运行之际，外部要素无媒介地直接进入法律系统内部，这并不是好现象。
但是，法律系统的闭合性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将区分“合法／非法”的二元代码置于系统运行之上。
因此，法律系统的闭合性并不意味着法律系统与外部环境不发生任何关系。
　　“合法／非法”二元代码一旦成为法律系统运行的根本，即使那些发生在全社会层面的诸情事（
例如，政治形势或经济政策等），仍能成为在法律系统内部被认知的对象。
例如，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动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但是，面对人身侵权案件计算未来“可得利益”损
失时，经济领域中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化将成为被考虑的对象。
进言之，为了判断未来平均工资的走向，政治领域中的政策动向也可能成为被考虑的对象，而以上这
些考量并不会损害法律系统运行的闭合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法官实施了以上针对判决“观察时间”各种操作，仍然无法完全达成
卢曼所说的“协调观察时间”目的。
其实，要想使不同的“观察时间”完全趋于一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因此，法官在选择判决的“固有时间”时，只要做到使之与其他“观察时间”之间的不一致不过于明
显，也就足够了。
　　四、裁判的社会维度　　依照卢曼的法律系统理论，“纷争”被视为一种作为社会实体的“沟通
过程”，由当事人及周围利害关系人的行为构成“相互作用的系统”。
因此，纷争属于一种“社会系统”即“纷争系统”。
当纷争一旦被视为“相互作用的系统”时，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得上是彻底解决纠纷呢？
　　在现实社会中，作为社会系统的“纷争”当遭受来自系统外部的干预时（例如，司法介入），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自动消亡。
只要纷争还存在一丝的潜在可能性，即使在司法介入之后，也仍然会以“改头换面”的其他形式继续
存在下去。
例如，现实生活中部分当事人在二审阶段确定败诉后，仍然千方百计地以其他形式申请再审或以信访
方式上告。
因此，如果法官采用衡量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大小的外在方式（利益衡量），简单粗暴地对“纷争系
统”直接实施介入，在较短时间内似乎“搞定”了各方当事人，但从长远看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负
面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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