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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立法学的角度看，法律是调整个人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抽象规范，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
、总结后作出的一般性的概括规定。
这种抽象性决定了法律的活力必然附着于具体的实践；同时，法律规则所设定目标的实现也依赖于法
律实践，而将抽象的规范适用于鲜活、具体的个体就是一种主要的实践方式。
因此，法律适用是法律实践的具体形式。
作为一种实践，法律适用必然融汇了实践者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首先体现为对抽象的法律规范的理
解与诠释，体现着“理解”、“诠释”和“应用”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
因此，法律实践的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实践者对法律规范的诠释，并通过诠释，确定特定
法律规范的意义与内容，进行价值与漏洞补充，明确该法律规范中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进而根据
具体情势适用法律规范。
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法律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地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地有效”，抽
象的法律条文只有在适用中通过解释才能变得实际有效，从而实现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对接。
因此，从本质而言，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与核心，而法律适用则是法律解释与法律规则之间互
动的产物，是法律实现的基本方式，两者统一于把法律文本应用于具体境况的活动中。
无疑，法律规则是人类法律活动的经验与智慧的凝聚，但从文本而言，规则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诸
如法律规范文字的不周延性、概念边缘的模糊性以及文本的开放性等，这使得法律规则不同于一般的
技术规范，它不是一种精确与绝对意义上的规则，而是需要凭借适用者的理解、诠释才能加以贯彻、
实现的规范。
法律适用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和克服法律规范自身存在的模糊和歧义，同时，又担负着阐明法律文本的
价值意义，沟通文意与现实的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燕京法学>>

内容概要

从立法学的角度看，法律是调整个人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抽象规范，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
、总结后作出的一般性的概括规定。
这种抽象性决定了法律的活力必然附着于具体的实践；同时，法律规则所设定目标的实现也依赖于法
律实践，而将抽象的规范适用于鲜活、具体的个体就是一种主要的实践方式。
因此，法律适用是法律实践的具体形式。
作为一种实践，法律适用必然融汇了实践者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首先体现为对抽象的法律规范的理
解与诠释，体现着“理解”、“诠释”和“应用”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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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同谢弗林判例本身所显示的，法律文本中模糊性的解决经常属于政策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当国会
通过明确授权或者在法律结构中保留解释漏洞的方式，将政策制定权授予某一行政机关时，法院对行
政机关的政策决定的审查在程度上要受到限制。
皮尔斯认为，正如最高法院在谢弗林案中所承认的，法院经常必须解决政策性的争端。
整个普通法的裁判体系是建立在司法机关制定政策的基础上的，其所受的约束只有遵循先例的原则和
法律推理过程所要求的纪律（discipline）。
当国会在法律中未解决的政策争端在法院出现时，法院为了裁判案件也必须从事制定政策的工作。
根据谢尔曼法第一条所作的司法判决显示了法院经常以法律解释的名义作出政策选择。
该条只简单地规定，“所有⋯⋯为限制贸易⋯⋯而签订的合同是违法的”。
而对于“限制贸易的合同”的确定，国会则留给法院去作出政策性的考量。
法律高度简约的语言未能为法院的政策选择提供有效的指引。
如同许多反托拉斯法方面的案例教材和教科书所显示的，在整个谢尔曼法的执行历史中，当联邦法官
改变其对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观点时，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谢弗林判例中，最高法院并未批判司法机关通过普通法判决过程，或者通过解释由其负责执行的法
而进行的制定政策活动。
联邦法院有义务解决被推到其面前的所有“案件或争端”。
当没有制定法可以适用或者当可以适用的由司法机关负责执行的制定法不能恰当地解决法院所面对的
案件时，法官必须作出对于解决该争端所必要的政策决定。
最高法院在谢弗林判例中所确立的立场表明，如果国会将制定政策的职能授予行政机关，则法院不能
以自己对政策选择取代行政机关的政策选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燕京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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