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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物的法律地位是两大法系环境法与民法领域里最有争议的问题。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动物是不是物或财产。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动物是否是法律客体。
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则不能仅仅限于对客体的讨论，因为客体是与主体相对而言的。
该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客体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主体问题，因为客体的分析止于技术层面，而主体的
论证则涉及伦理及法律的意义、价值和目的等更为本质的问题。
    一种价值观念的发展要想影响到法律，上升为最有力的行为规范，必须透过法律的概念之网，因为
法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一门概念的管理学。
这门学科认为，通过将社会现象和事物概括为概念，就能把握世界。
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动物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是所有权人的财产。
由于法律遵循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动物是主体还是客体遂取决手法律对世界的重新定位
。
    法律主体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是法律理论对立法进行抽象的结果。
将人作为法律主体，本质上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相应的，把动物定义为物，则是对动物价值的完全
否定。
    动物在法律中被确定为物，并不是当代法律的发明，而是有着悠久的法律历史传统。
在罗马法中，“人”包括了一切享有权利的生物：而“物”则包括了一切可视为“人”的权利客体的
事物。
那些被认为是缺少自由意志的生物——妇女、孩子、奴隶、精神病人——全被划为财产。
至于动物则总是被归类为“财产”而不是“人”。
这一罗马法的特征与教会法结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不加变动地注入普通法中，起初是英国普通法，
其后是美国普通法。
现代民法中，动物更是被明确地认定为物：野生动物在许多国家是无主物，属于动产。
对野生动物的原始取得，自古以来多采用先占原则，这种取得方式的法律规定，更进一步揭示了动物
在法律上作为客体的地位。
    在法律体系中，客体是与主体相对应的概念，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主体的保障作用，物的本质就
是主体支配的对象。
从对野生动物的占有到对其所有，这一演进过程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把动物作为人的手段在法律上予以
承认和维持，从而将人的主体性价值建诸于对动物的控制之上。
而动物，则完全被法律认定为是没有自身利益的实体。
    法律主体是将人与动物相比较并进行理论抽象的结果，是人的主体性在法律中的体现。
在伦理学和法学上将动物与人区分开来的思想源远流长。
虽然伦理学和法学中的人具有一种应然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定位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深植于宗教、生
物学、心理学之中，其后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法学等也纷纷加盟，形成捍卫人类尊严、贬斥动
物的庞大文化家族。
    主流的理论论说，都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并以动物来衬托人。
在法律中，其思维范式为：    前提：①人有自主性，尤其是意志自由，动物没有；②人有内在价值，
动物没有。
    结论：人是法律主体，而动物只是客体。
    法律主体的概念使作为“类”的人，在法律中获得了一般性和普遍性。
主体概念的形成过程是对人的“类本质”的概括过程，而动物，正是对人的“类本质”进行概括的参
照对象。
因此，在法律主体的概念中就当然地预先排除了动物。
    法律主体的概念产生于法律的拟制，理论的抽象与立法的现实也是相辅相成的，所有的法律理论和
现实都是为了使法律主体成为法律上价值的最终归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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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主体的演进过程揭示出了主体的拟制本质和拟制标准。
法律主体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遍的，它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法律主体概念“从未超脱于历史的立法政策的限制，它指称什么，取决于立法意志”。
到现在为止，法律主体的演进过程，可以概括为两个明显的阶段：①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内部的变迁阶
段；②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到组织体的变迁阶段。
    从奴隶、女人由财产转变为主体，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由不完全是法律主体发展
至完全是法律主体，表现出法律主体概念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范围内的不断扩大，并最终达到与
之完全重合的状态，这也基本揭示出了法律主体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意志自由。
最后，作为组织体的法人也确立了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可见法律主体并不以“人的形体结构”为限
。
　　    当“意志自由”成为法律主体的首要标准之时，它就赋予了法律主体一种同一性和一致性。
此后，通过运用权利的概念，“意志自由”获得了合法性。
    但意志自由标准存在着重大缺陷，它不能解释没有意志自由者何以成为法律主体，可见主体的标准
应是多元的，意志自由并不是判断主体的全部或惟一标准。
事实上，构成主体标准的，除了意志自由之外，还有人的形体结构、人的肉体苦乐、自利自保本性等
。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每个法律主体都需要符合以上全部标准，只要符合其中一项以上即可。
比如，法人不符合人的形体结构、人的肉体苦乐标准，但符合意志自由标准；痴呆儿不符合意志自由
标准，但符合人的肉体苦乐、人的形体结构标准。
    此外，人的语言能力、可教育性、社会性、劳动能力等，也都具有说明主体标准合法性的作用。
    法律主体标准的多元化现象很早就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
这些反思成为为动物法律主体地位辩护的理论源头。
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法律主体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日益被揭示出来，理论的探讨也渐成热点。
尤其是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一书出版以后，动物主体地位的讨论更加热烈，基本形成了功利主
义、权利主义和整体主义三种主张动物应该拥有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这三种理论都从不同角度论证
了动物应该与人一样享有法律主体地位。
    综观思想史和法律史，传统理论中将动物作为物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生物学、伦理学和
法学。
将动物与人在生物学意义上进行区分，对伦理学和法学将人确立为主体、将动物确立为客体具有重要
的意义。
而实际上，动物与人具有生物学上的连续性，将人与动物，尤其是与人相近的动物区分开来并没有十
命清楚的界限，并且，进化论也对人与动物的区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批评了将人的特征给予过高评
价的做法。
    长期以来，我们虽然将动物的行动归因于本能，而将人类的行为归因于理性，但这种判断并不正确
。
研究表明，动物不是盲目依照本能、没有学习能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机体。
恰恰相反，大量事例表明，即使外表与人类最不相同的动物，也具有对世界的认识能力、高精度的分
辨能力、互相学习的能力。
这些都和人类非常相似。
并且动物还会使用工具，具有思考的能力。
特别是，动物还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它们互利合作、争权夺利，并拥有秩序规则。
    这样，原来划分法律主体界限的标准即人种、语言能力、道德自主性和互惠关系等，都已经不能构
成阻止动物成为法律主体的因素了。
随着道德的发展与人类对动物了解的日益深入，原来用以隔离人与动物的藩篱已经被拆除，否定动物
成为法律主体的理论基础也已经丧失，动物成为法律主体已是理论的必然。
    实际上，不仅在理论上应该承认动物的主体地位，司法实践也已经证明了法律完全可以拟制动物的
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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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是否做得到，而是我们如何选择，愿不愿意做。
除非明确地承认仅仅是为了人类的自私利益，否则那些否定动物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再也没有什么理
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动物成为法律的主体，已经不应该再仅仅是像边沁这样的思想家的理想，而应该成为法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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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一节  法律的主、客体思维模式    一、法律的基本思维图式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法律的思维模
式，表现了法律对于人和世界的概括理解，因此，动物是主体还是客体决定于法律对于世界的重新定
位。
    主体与客体的思维模式首先是哲学层面上的。
主客二分法是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主体与客体相对应的一种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的建构是在近代思想家笛卡尔那里完成的，从此以后，主客二分法成了人类思维的根本
方式。
虽然进入现代以后，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渐被人们所认识，并开始了消解这一思维方式的
努力。
但至今为止，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
由此可见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基础性是非常强的。
    这种主体与客体相对应的思维模式在法律中也是最为一般的思维图景。
我国著名环境法教授蔡守秋指出：“由于法学自身的特点，法学研究是受现代主义影响最深的学科领
域，现代主义的定式化思维、主客二分对立的方法、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等范式在法学领域表现得最
为充分。
勒内·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法’运用到法学领域，形成了‘主、客二分法’的法学研究范式，即‘
人、自然二分法’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二分法’或‘法律仅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研
究范式。
这种法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特点或基本出发点是，法学调整的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
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在于法律将主体理解为是有意志、具有选择的能力者的资格。
这种思维的最主要的特征塑造了主体。
“这意味着当我们谈到一种利益或欲望时，我们就假设了一个主体，并且那个主体(有德的人)不会随
他的目标、利益和欲望而改变。
”由于法律主体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其意志自由，而“意志主体和他的表示或选择(目标、利益、欲望)
之间的分离，可在主体之外实现，使主体与世界对立起来，这反映在主体客体化过程中。
现实是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喜好改造客体的具体化结果。
”这样，主体变成了“所有存在事物的一种尺度，并赋予他无限的不真实的意志自由，它把世界变成
了有利于实现主体利益和欲望的静止的状态。
”    法律上的客体是与主体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
作为客体，它首先必须是对主体有用之物；其次必须是人类的行为能够控制或部分控制的。
这种法律上主客二分的思维图式表现在立法中，就是人法与物法的分离。
人／物、主体／客体的二分，这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是近代民法典的根基。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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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物的法律地位是两大法系环境法与民法领域里最有争议的问题。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动物是不是物或财产。
而动物也具有对世界的认识能力、高精度的分辨能力、互相学习的能力，这些都和人类非常相似。
本书完整而详细地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动物也是应该具有与人同等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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