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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20年，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部门法哲学[或如西方学者所称的“应用法哲学”
（appliedlegalphiloso.phy）]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日渐活跃，正在成为法学领域的亮点。
部门法哲学对法学领域经典的、重大的、前沿的、疑难的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推动法学理论创新和
发展的新的知识增长点。
大约10年前，我在为美国哲学家、法学家迈克尔.D.贝勒斯的部门法哲学专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
范的分析》的中文版出版而作的评介中指出：“在当代西方法学研究中，法哲学（法理学）研究逐步
扩大和深入至具体法律领域，出现了一批从法哲学（法理学）的层面、用法哲学的方法探讨部门法中
的一般原则和原理的论著。
这些论著提供了对部门法的伦理基础、价值基础、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反思，构成了把法哲
学与民法、刑法、宪法、程序法等部门法学连接起来的中间学科。
”这本译著对我国学者开展部门法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契约制度的正当性论证>>

内容概要

该书通过对目前契约法研究现状的分析得出结论，即两种主要的契约法理论——道义论契约法理论和
目的论契约法理论——都难以为现在被广泛认同的契约法基本制度提供充分的正当性论证。
而且，这两种理论的论述及相互间的论战都忽视了理论中所蕴含的对主体性质的设定，而对主体性质
设定的不同恰恰又是这两种理论立场分歧的基点。
所以，笔者在主体这个视角下，检视了道义论契约法理论和目的论契约法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
通过分析，该书得出结论，即这两种契约法理论分别建立在抽象化原子论的主体和情境化交互性的主
体基础上，而且在这两种理论看来，这两种主体基础互不相容。
该书以具有双重属性的主体——罗尔斯理论中的道德主体——作为对契约制度进行正当性论证的基点
，从而推导出了衡量契约制度正当与否的判准：具有价值序列的两个契约法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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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这种理论划分只是形式上的，也正是这种形式掩盖了背后深层次的理论冲突
。
从他们对客观主义理论的论述来看，他们所谓的客观主义理论既包括意思表示的外在性，也包括信赖
理论，还包括注重契约的客观结果理论。
而实际上这三种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意思表示的外在性仍然是以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契约法理论为基础，只不过认为衡量当事人意志的标准
应该是其外在的表示，我认为这与主观主义理论仅仅是技术上的区别，尚不构成理论脉络上的分野。
但是信赖理论却是将契约法的正当性基础置于相对方的信赖上，而不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这种理论
的基础显然与意思表示的外在性理论是不相同的，尽管可能都会重视当事人的实际行为。
而注重契约的客观结果则意味着契约法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契约结果的公平，这更是与道义论自由主义
针锋相对的理论。
　　上述的契约法规范性理论的研究，都重在对既有理论的梳理，并没有形成自己体系化的契约法理
论。
在我阅读的范围内，我国作出体系化的规范性契约法理论研究的，孙学致的博士论文《唯契约自由论
》是一个典型。
这篇论文正是围绕着我在文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论述的，但是却把两种相互冲突的自由观糅合在
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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