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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民法的综合趋向

李摇 奇摇 伟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面对开放、多元、动态的时代形势,近代民法在向现代民法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清晰的开放发展、兼容并蓄的综

合理论品格。 它反映在民法哲学思维方式转换中,展现为民法与其他部门法、学科之间方法、观点的接触融合,并在法律运行

过程中促进了立法趋同与法系渗透,焕发了民法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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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社会时代的跃迁始终影响着民法理论与实践的

发展趋向。 二战以后,随着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

代的降临,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科技的蓬勃兴起、
文化的交流互动在社会乃至全球的深层次结构上冲

击和松动了以往封闭落后的社会基础,产生了多元

开放、动态有序的社会需要与制度变迁要求。 正如

马克思所言:“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

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

辟道路,而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冶 [1] 民

法作为市场调节主要规则体系之一,在由近代向现

代法治转型过程中首先面临不仅仅是某个具体法律

概念、规范、制度的敲敲打打般改造,而应是深层次

结构、观念体系的变革,这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变

迁的一种回应,亦是对这些变化的一种形塑与规范。
在这一过程中,摒弃封闭、单向、绝对的思维模式,以
开放包容姿态综合融汇不同学派观点、不同学科方

法,在法制全球化背景下促进立法趋同与法系渗透,
是重新焕发民法生命力与活力之关键所在。 基于

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民法哲学、法律运行、学科

体系三个层面梳理和总结现代民法呈现的综合理论

品格,以期能从观念体系而不是内容上对民法现代

化发展趋向作一个不同视角的解读。

一摇 方法论融合:民法哲学的合流

民法的综合趋向首先反映在民法哲学的变化之

中。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整个西方法学理论从“分
化冶迈向“综合冶的大背景之下,私法领域内某一学

派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现象被打破,以往狭隘的

视域、方法、思维逐渐融合在宽阔的“整体观念冶里,
鲜明而单一的学派色彩也通过“价值嬗变冶而综合、
协调。

(一)自然法学向分析实证法学的靠拢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法学的价值

理念和思想传统一直为人所重视,从古希腊、古罗马

时期,延展到文艺复兴直至现代,自然法学成为贯穿

各个历史时期经久不衰的重要理论体系。 自然法所

倡导的权利、平等、自由、公平的观念作为西方社会

的普遍意识,深深积淀于大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亦
对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罗马私法理念与

立法技术的先进,近代《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

典》的问世都根源于自然法思想,至今,自然法精神

构筑的现代民法深层结构和基本原则仍然发挥着重

要作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派合流与理论综

合的趋势也客观上要求自然法学冲破自我对于抽象

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的理论设定,在调整中与社

会需要、历史发展相适应,从而在复兴自然法学时显

示出一种被改造的实证主义倾向。 新康德主义法学

创始人什坦姆列尔首先迈出了向分析实证法学靠拢

的第一步,他认为“挥舞抽象的、狂热的正义论不但

不能改善事态,相反地,愈要不限于恶化的窘境,就
愈要充分考虑到人类的事实上的状态冶 [2],因而主

张“内容可变的自然法冶。 之后,新自然法学的代表

人物富勒也一定程度接受了实证主义方法,他认为

作为法律内在道德的程序自然法包括如下 8 个原

则:(1)法律的普遍性。 (2)法律的公布。 (3)法律

是适用于将来,而非溯及既往。 (4)法律的明确性。



(5)避免法律中的矛盾。 (6)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

实现的事情。 (7)法律的稳定性。 (8)法律和官方

行为的一致性[3]。 显然,与古典自然法高高在上的

姿态不同,富勒将研究重心放在程序自然法上,这时

的法不论在起源上还是在运用上都是“尘世冶的,表
明他已深深进入了法律实证主义研究的领域。

(二)分析法学向自然法学的转向

价值、事实和逻辑是构筑成熟民法理论体系的

三重要素,分析法学之于民法的意义在于,透过对实

在法逻辑和形式的分析形成一整套精密的法律分析

方法,以实现民法基本概念与范式的精确和统一。
由于分析法学将研究视域聚焦于法律规则、法律规

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之上,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法律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因而,
在 20 世纪中叶的综合法学思潮中受到了诸多责难。
霍尔指出,黑格尔以后,法理学中实证论者强调法的

形式(逻辑、结构),自然法论者强调法的价值(正
义、理性、自由等),社会学研究强调法的事实(心理

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事实、实效等)。 它们各执一

词,人为地肢解了法理学对象的统一性[4]。
博登海默认为:“人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

可能根据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或原因去解释法

律制度。冶 [5]新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哈特显然意识

到了传统分析法学理论之不足。 在《法律的概念》
一书中,哈特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冶的理

论。 哈特认为“我们讲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思,是
指这样一个简明的观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

的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

真理冶 [6]188。 哈特进一步指出存在所谓“最低限度

内容的自然法冶的范畴,“这种自然法是人类为了生

存而自然形成的用以补救人性缺陷的行为规则,是
一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的共同因素。冶 [6]183在此,哈
特开始倡导一条调和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争论

的“中间路线冶。
(三)社会学法学与自然法学的融合

在对待其他法学特别是自然法学思想这一问题

上,社会学法学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纳维亚实在主

义法学和美国实在主义法学对自然法学持批判态

度,提倡“价值怀疑主义冶,而以庞德、狄骥为代表的

主流社会学法学则洞见了理论综合化的趋势,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吸收了自然法学的合理因素。 庞德在

著述中写道:“社会学法学家如今都主张建立一种

统一的社会科学,并且认为法律科学不可能是与世

隔绝、孤芳自赏、自给自足的。 他们主张,法律秩序

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方面,并且只有将法律秩序放在

社会现象大环境下考察,我们才能理解它。冶 [7] 狄骥

也并不一概排斥法律理想成分。 狄骥按照黑格尔的

“正、反、合冶格式,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构筑了包

括经济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内的规范体系,
认为经济规范调整经济关系,道德规范调整思想关

系,法律规范作为二者的统一居于最高等级,实现了

向“客观法冶的复归。 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所指称的

那样,狄骥是披着社会学外衣的自然法学派[8],透
过“社会连带关系冶和“客观法冶体系学说的梳理确

实可以发现这一线索。

二摇 学科整合:部门法、交叉学科的发达

民法的综合趋向也体现在与其他部门法、相邻

学科之间方法、观点的接触、融合之上。 在现代社

会,随着社会进步与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法律在整

个社会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法律的触角延

伸得越来越广,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律与其他

部门法、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在此情

况下,现代民法以开放发展、兼容并蓄的综合姿态协

调与其他部门法、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不断吸收他

们的认识成果、知识方法来阐述民法与社会的连接

现象。
(一)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整合发展

随着公法和私法的融合,民法与传统部门法:宪
法、行政法、刑法之间的隔阂、对立关系逐渐纾解、缓
和,在调整领域、方法上产生了更多的交集,呈现出

私法公法化或者公法私法化的现象。 “传统民法或

私法的调整对象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但当民法或私法不仅能够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

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还可以直接把个人与国家

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时候,民法或私法

的公法化就出现了。冶 [9] 于是,在私法领域内以国家

干预与调整为内容的公法规范逐渐增多,在公法领

域内运用私法手段,例如公法契约、公法上的经营行

为,以及以私法方式执行公法任务等现象也不断出

现,公法与私法在相互的联系中逐渐协调、融合,民
法也开始修正以往绝对化的所有权与过错责任,从
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

法、契约与法律之间不可分割地渗透融合,从大的民

法体系中脱身而出更多的新兴的法律部门,如经济

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社会保障法等,这些新的法

律领域被称之为“社会法冶。 民法所具有的强大理

论传统、学科体系与实践指向在滋养新兴部门法、推
动其发展壮大的同时淤,也促使自身主动调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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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升,放弃传统的单一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路线,
走上了复合(混合)主义和均衡主义之路,民法的基

本观念也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统一中发生

了根本变化:从权利(或个人)本位主义向社会(或
团体)本位主义变迁,由“从身份到契约冶逐渐向“契
约到身份冶回归。

(二)民法对相邻学科方法的借鉴吸收

“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

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 正

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

丰富的机会。冶 [10]就民法而言,现代民法的进步和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对交叉法学认识的深化。
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社会学方法在民法的引入

冲破了当时在私法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概念法

学的禁锢,使民法的适用更具社会妥当性和合目的

性,产生了 20 世纪著名的“自由法学运动冶。 而经

济学方法在民法的引入不仅仅生成了现代法学的重

要法学流派:法经济学派,产生了诸如科斯、诺思、波
斯纳、卡拉布雷西、波林斯基等一大批法经济学家,
还直接推动了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广泛运用

到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部门法以

及程序规则、立法过程、公司治理等法治环节中,引
发了关于公平、福利、效率、正义、自由等法律价值问

题的深入持久探讨[11]。
同时,民法学方法的重大变革也源自于其他社

会科学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移植和融会,特
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对民法的影响。 20 世纪知识经

济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使
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在知识

产权问题、网络法律应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等领域开

辟了新的空间,民法在调整方法上亦因此发生变化。
在不抛弃传统的价值分析、实证分析方法的同时,将
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逻辑的、比较的方法,以及

现代科学技术的“旧三论冶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

论)方法、“新三论冶 (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

论)方法、数学统计分析方法、计算机运用等引入了

法学领域[12],极大的开拓了民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

视野和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在多元印证与系统研

究中促进了民法的发展。

三摇 运行一体:立法的趋同与法系渗透

民法的综合趋向还反映在民事立法的趋同与两

大法系之间的渗透之上。 “法律不能在一个封闭的

不可知的容器中健康成长,而且我们也不能把法律

同其周围的,并对它无害的非法律生活隔离开来。冶

换言之,现代社会的法律已立基于一个新的开放的

全球化时代,民法不再只是一国法律体系内逻辑结

构的演进、发展,它需要从偏执、封闭迈向开放、互
动,不断吸收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立法的合理因素,使
自身在一体化浪潮中具备更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一)国际与区域性私法的趋同

德国法学家乌韦·布劳罗克在《法律的全球化

趋势》一文中指出:“整体而言,我们能够注意到通

过国际公约、民族容纳和国际贸易实务表现出来的

日益明显的法律全球化趋势。 首先涉及的是经济领

域,这是重点。冶 [13]在国际法层面上,在经济全球化

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私法趋同的浪潮逐渐演

进为一场影响广泛的私法统一运动,一系列国际立

法相继出台,这其中既有关于民事主体规则的如

1956 年《承认外国公司、社团和财团法律人格的公

约》、1968 年《关于相互承认公司和法人团体的公

约》等;亦有关于契约的如:1964 年《国际货物买卖

统一法公约》、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等;还有关于知识产权、保险等内容的,如 1883
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 年《伯尔尼保护

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1982 年《海上货物保险示范

条款》等。 这些试图统一私法制度的努力也取得了

不同程度的进展和成果,其中较为突出的成就是:
1958 年联合国《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

约》和 1985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
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前者囊括了当今世界主要经

济体,成员国已达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后者则为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国内法所采纳,使仲裁法规

范顺利地实现了本土化。
在区域法制层面,以欧盟、东盟为代表的区域型

组织正积极的推动区域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因此也

加快了法制统一的步伐。 以欧盟为例,在欧洲经济

一体化建设中,由于各国不同的民商法制体系和规

范内容使欧洲统一大市场中的市场主体在同一情形

下常常享有或者履行不同的权利与义务,阻碍了欧

盟各成员国之间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跨国界的自

由流动。 为了保障市场的公平和效率,欧盟采取了

一系列立法措施来实现欧盟法律的统一,如 1977 年

欧洲理事会制定了《涉及人身伤害与死亡的产品责

任公约》、1985 年颁布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产品责任

指令》等。 更为重要的是,欧洲议会于 1989 年作出

了关于《开始正式为制定一部共同的民法典进行必

要准备》的决议,标志着《欧洲统一民法典》开始进

入了官方视野。 可以想象如果《欧洲统一民法典》
和《欧洲统一契约法典》等获得突破,将在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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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为法律一体化提供重要的范本。
(二)两大法系的吸收、渗透

由于历史传统、法理和理念、制度建构等多方面

的迥然不同,西方法学传统常常被区分为两支:薪传

于罗马———日耳曼法并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

法系(Civil Law);因不同的历史因素而形成独特体

系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Common Law)。 然

而,随着 20 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全

球化时代的到来,两大法系在经历了大体一致的法

律变革历程之后,逐渐放下了唯我独尊的高傲姿态,
开始在立场、方法与司法实践中逐步接近、融合。 如

在立法问题上,近年来英美法系的成文法数量不断

增长,以往难于开展的法典编纂运动已经有所松动,
美国不少州开始接受法典,《统一商法典》更是在绝

大多数州获得施行。 在对待司法判例问题上,大陆

法系国家虽然仍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但实践中,
大陆法系国家的下级法院进行判决时,经常会考虑

上级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判决。 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

格特在《比较法总论》中较为准确的总结了两大法

系的这种演变,他认为:“在欧洲大陆制定法占绝对

统治地位的时代已过去了。 在普通法法系,法官越

来越倾向于利用立法以便使法律统一、合理化和简

单化。 在欧洲大陆,法官日益发展法律,从而导致有

关实际问题的归纳法和风格的施展余地;反过来,普
通法已认识到是法官将法律发展为一种系统秩序,
从而使他们更易理解和掌握。 所以,人们有理由相

信,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尽管是从对立方向出发

的,但它们在法律方法和技术上正在逐渐靠拢。冶 [14]

总之,与民法现代转型过程中法律性质、法律本

位、法律关系乃至法律内容与形式的些许调整相比,
从封闭迈向开放、兼容并蓄的综合理论品格更为根

本和基础。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民法走向现代化的

过程中,反映在民法哲学、法律运行与法律学科发展

中的综合趋向,既是已然发生的历史亦是正在或即

将全方位展开的鲜活法律实践,将对未来民法发展、

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淤如民法是环境法形成、发展的重要渊源之一。 民法的

法律规制手段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如利用物权

法原理阐述自然资源权属问题,利用合同法原理解决环境公

害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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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rehensive Trend of Modern Civil Law

LI Qi鄄w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Facing an open, pluralistic, dynamic situation of the times, civil law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presents a
clear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character. It is reflected in the conversion of the civil law philosophy, the integration of civil law and
other sectorial laws,the penetration of legal systems . It radiates the vigor and vitality of the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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