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全国法律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第二次全国法律社会学研讨会 19 8 8年 1 1月初在重庆召开
。

这次会议的举办者是西南政法

学院法律系和法学研究所
、

北京大学法律系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 杂志和法制与

社会发展研究所
。

来 自全国的 40 余名研究者和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的法学教授 R
·

塞德曼夫

妇参加了会议
。

会议主要议题是法律效果
、

法律文化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

一
、

关于法律效果

1
.

法律效果的概念
。

有的代表认为
,

法律效果实际上是法律的社会效果
,

它是作为观

念形态的社会规范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状态
。

因此在评价法律效果时
,

不仅

要从法律看效果
,

而且要从效果看法律 ; 不仅要评价单个法律的效果
,

而且要评价整个法律

系统的效果十 不仅要评价狭义的法律系统
,

而且要评价整个社会规范系统 ; 不仅要评价法律

的制定
、

实施过程
,

而且要评价法律的理论依据和文化背景
。

有的代表还提出了从法律调整

的社会利益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法律效果的观点
。

2
.

我国法律效果不佳的原因
,

代表们在广泛的讨论中认为主要有
:

( 1) 传统的封建法律

文化的影响 ; ( 2) 高度集权的体制难以适应法律本身的作用 ; (3 )法制建设中的经济中心论和阶

级中心论的冲突 , ( 4) 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 , ( 5) 法律组织之间相互协调的组织规范的缺乏
,

( 6) 主体法律意识的低下与畸形发展
。

而这些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
。

3
.

如何克服法律效果不佳的对策
,

代表们的见解颇有不同
,

有的认为
,

首先应进行社

会主义法律意识的培养
。

有的代表认为制度建设是最重要的 , 而有的代表则采用折衷观点
,

认为两者应同时进行
,

并行不悖
。

二
、

关于法律文化

这是在全国会议中第一次将法律文化作为专题讨论
。

代表们在对法律文化的概念
、

要素

和结构进行了一般性理论探讨同时
,

提出对我国现阶段法律文化的认识
。

有的代表认为
,

现

阶段的法律文化是一个复合体
,

主要由四大类型的法律文化构成
: (1 ) 以 义 务 本 位 为 特

征的传统法律文化 , (2 ) 以权利本位为特征的西方法律文化
,

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法 律 文

化 ; (3 ) 以维辛斯基为代表的
、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律文化 ; ( 4) 近 10 年来兴起的适应社

会主 义商品经济的法律文化思潮
。

在这之中
,

传统法律文化和以维辛斯基为代表的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法律文化明暗配合
,

适应了产品经济和政治上高度集权的需要
,

并在国内占支配地

位 ; 而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需要而兴起的新兴法律文化思潮和西方法律文化
,

则因理论体

系本身的不足
,

还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

有的代表认为
,

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文化
,

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结构
,

表现为表层的
、

制度性 的法律文化
,

与深层的
、

观念性的法律文化

的冲突
。

由于两者的不协调
,

造成了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在字面上分析是先进的
,

但在现实中

却难以实施的状况
。

三
、

关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有的代表提出法律社会学应属于社会学学科
,

其理由是
:

法学家与社会学家研究问题的

角度不同
,

前者主要是以如何维护既定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角度研究法律
,

后者则主要

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法律
。

这种观点与上届讨论会提出的法律社会学应属于法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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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应是
:

市场调节发挥直接作用
,

宏观控制通过市场调节实现
,

自觉调控寓于自发调节
之中

。

三
、

讨论了劳务市场 目前存在的间题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

存在的问题有
:

① 人才流动
“
逆向

”
发展

。

按 目前人才流动政策规定
,

一般原则是从城市到农村
,

从全

民到集体
,

从大城市到小城镇
,

从人才多的地方到人才少的地方
。

但现实中由于城乡之间
、

全民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
,

各种条件差别的客观存在
,

使得进入市场的人才
,

其流动选择普

遍与原则规定
“
逆向

” 。

因此如何制定和落实人才
“
顺向

”
流动优惠政策

,

是目前劳动人事

制度改革的迫切间题
。

② 农村劳动力过量进城的问题
。

当前
,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
,

既给城市带来活力

也带来压力
。

如冲击城市的劳动就业
,

影响城市治安管理
,

造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等
。

所

以如何科学制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
、

方式和阶段进程
,

避免转移过程中的盲目性等间

题是摆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劳动管理面前的新课题
。

⑧ 劳动人事
、

工资
、

保险制度配套改革问题
。

劳务市场发展与劳动力合理流动
,

有赖

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完善
。

但目前由于劳动管理中旧体制的束缚
,

使劳务市场缺乏工资杠杆的

调节
,

劳动力供需双方的自主选择和劳动者风险竞争的待业保险等
,

因而制约着市场对劳动

力优化组合功能的发挥
。

所以各项劳动制度的配套改革和全面深化
,

是劳务市场形成发展的

根本条件
。

最后
,

大家根据目前劳务市场发展的现状
,

对课题组下一阶段的任务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

决定市场概貌调查和总体分析暂告一阶段
,
下一步将进行专题性调查研究

,

准备从资料集和

改革决策两方面入手
,

初步确定了几个大的研究方面
:

① 劳动力供需结构和供需矛盾的调查分析 ,

② 劳动力流动的历史
、

现状和未来 ;

③ 劳动
、

人事
、

工资
、

保险
、

培训体制改革 ,

④ 经济
、

政治体制配套改革与发展劳务市场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始终保持浓厚的讨论兴趣
,

大家思想解放
、

大胆探索
,

发表了许多有

价值的意见
,

使这次讨论会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

(俞 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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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是推荐了三个实证研究的范例
,

并组织了专题评议
。

代表们对这三

个范例进行了热烈的评议
,

同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代表们认为
,

大力提倡实证调查
,

这是

促进法律社会学科学化的正路
,

科学研究是没有捷径的
。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
,

我国的法律社

会学已经从一般的理论和方法的研讨逐渐深入到一些专门领域和开展专题研究的阶段
。

(杜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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