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的规则意识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蒋传光

  1摘要2  关于公民意识概念的描述中, 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就是没有把公民的规则意识

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公民规则意识是公民意识中最基本或核心的要

素, 是法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我国公民规则意识缺失的主要表现是缺乏诚信意

识、正当程序意识、合法权利保护意识、积极守法精神和权利滥用。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

重体现在: 权利意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 (正当程序意识 )、权利的节制意识 (控制权利

的 /超前消费0 )、自觉守法意识、社会公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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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 ) ¹ 理论是当代世界一

股重要的社会思潮, 而且近年来也日益受到国内

学界的重视。在当前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公民社会被认为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因此, 对公

民社会理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公民文化、公民意

识等问题的研究, 也成为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

之一。目前具有共识性的观点是, 法治社会的建

立, 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

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 塑造与法治社

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

非常丰富, 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但笔者

认为, 公民的规则意识 (或程序规则意识 ) 应是

公民意识中最基本的层面, 或者说是公民意识的

核心内涵。塑造公民意识, 首要的是要确立公民

的规则意识, 这是建立法治秩序的基础。

一、问题提出的现实基础

自我国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推进民主法制

建设以来, 随着建设法治社会目标的提出, 以及

法制宣传教育的开展和普及, 尽管在目前的法治

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但整个社

会的法治观念得以逐步确立已是不争的事实。人

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 维权的领域不断扩大,

同时在维权过程中引发冲突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引起笔者对公民规则意识确立这一问题进行

思考的, 是基于 5上海法制报6 一篇因职工维权

引起争议的报道: 5企业 /禁炒令0 遭员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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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的译名, 其所包涵的内容指向是有所区别的。 /市民社会0 和 /公民社会0 是目前常见的译法, 至于两

者有何区别, 有学者认为, /公民社会0 是 /市民社会0 的高层次表现。参见马长山 5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6,

商务印书馆, 2002年, 212- 213页注º 。本文是在与 /市民社会0 等同意义上使用 /公民社会 0 这一概念的,

故此处对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不再作进一步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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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6。¹ 该报道的主要内容是, 随着股市的利好,

沪上众多公司出现了 /全员炒股0 的情景。针对

此种情景, 一些公司纷纷发布了 /禁止员工上班

时间炒股0 的通知。而随后的措施更是让不少上

班族股民措手不及: 使用电脑上网, 发现各大财

经网站已被全部 /屏蔽0; 打开 QQ聊天, 发现所

有聊天软件已经无法登陆; 要出门办事, 发现连

外出次数和时间也受到了严格限定。在调查了 6

家公司后记者发现, 为了防止炒股, 80%的公司

都通过制定 /禁炒令 0 开始了这样的 /严防死

守0, 违令者甚至还可能受到罚款、开除的处罚。

/单方面颁布的这个 -禁炒令 . , 究竟有没有法律

效力? 对炒股者的罚款甚至开除的处罚, 究竟是

依据什么制定的? 0 尽管公司方面称, /禁炒令0

的出台实属无奈, 但不少员工对此仍提出了质疑。

就这个案例而言, 我们暂且不论公司的 /禁

炒令0 是以什么形式发布的以及有无法律效力,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员工利用上班时间炒股属于

一种违规行为, 公司对此行为进行管理完全是职

权范围内的事, 并无不当。

这个案例并不是个别现象, 诸如研究生因论

文抄袭、大学生因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而状告学

校, 中学生因盗窃被开除引发的教育权之争, 对

公安、税务、卫生、城管、工商管理等部门在执

法过程中的暴力袭击, 等等, 这类维护个人权益

与规则约束产生冲突并在处理中引发争议的案例,

越来越多地见诸各类媒体。

上述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公民权利

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法治

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

权益为取向。但是, 当公民的权利要求和权利扩

张与现行的法律规则发生冲突, 并日益成为一种

普遍社会现象的时候, 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

样一些问题, 即公民文化以及与公民文化相适应、

符合时代要求的公民意识, 是法治国家的基础和

市场经济的保障。那么, 公民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公民意识包括哪些要素?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在目前的公民文化、公民意识研究中, 对公

民文化、公民意识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重要

作用, 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公民意识淡薄或者严重

缺失, 已成为共识, 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 公民

意识淡薄或缺失的主要表现为法律意识不足、道

德意识滑坡、信仰缺失、缺乏公民的责任感、缺

乏参政议政的监督意识等。这些分析应当说都是

符合实际的。如果对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再作进

一步具体分析的话, 规则意识淡薄或缺乏也是一

个重要方面。

公民规则意识和上述列举的公民意识其他方

面的内容, 相互之间有重叠, 但也不完全相同。

具体地说, 当前我国公民规则意识缺失的主要表

现是缺乏诚信意识、正当程序意识、合法利益保

护意识、积极守法精神及权利滥用等。

基于此, 笔者认为公民文化的培育、公民意

识的确立和塑造, 不能仅仅局限于民主政治等政

治文化层面的理解, 也不是简单的 /子民意识0、

/臣民意识0 的摈弃, 而应当是公民素质的全面

提高。只有全面、正确地理解公民文化和公民意

识的内涵, 以及它们与公民规则意识之间的内在

逻辑关系, 才能培育和塑造出符合时代要求, 适

应法治秩序构建需要的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

二、公民文化、公民意识

与公民规则意识的内在逻辑关系

  1. 公民文化

建设法治社会, 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

这个基础就是由全体负责任的公民所组成的社会,

即公民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实

现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与这一社会转

型相对应, 政治文化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型 ) ) )

从臣民文化转向公民文化。

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 公民文化是在政治文

化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º 西方学者阿尔蒙德和

维伯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即村民政治

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公民文

化被看作是一种混合的政治文化, 也就是在公民

文化中参与者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政治取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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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2007年 5月 22日 5上海法制报6。

1956年 ,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在 5政治学报6 上发表文章, 提出了他关于政治系统的

初步想法。在该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很快被人们所接受, 并成为政治科学 (尤其

是比较政治学 ) 研究的热门课题。参见 (美 ) 加布里埃尔# A # 阿尔蒙德、西德尼# 维伯 5公民文化: 五个国家

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6, 徐湘林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 译者序第 1页。



结合在一起的。¹ 公民文化除包涵有公民积极的、

有理性而不为感情所左右的参与性外, 还有村民

对政治专业化程度处于最低程度的初级关系的取

向, 以及臣民消极的服从法律与权威的政治取向,

/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政治卷入和理性并为消极性、

传统性和对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的 -混合

性 . 特征。0 112公民文化作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并未取代臣属型与乡土型的政治文化。它们三者

是互相配合的。非参与型的或传统型的取向, 限

制了个人的政治承诺, 使其变得较为和缓、中庸。

基于此, 在 /公民文化0 中尽管积极参与的政治

态度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但其他非政治的态度,

诸如信任他人, 一般性的社会参与, 也很重要。122

关于公民文化的内涵, 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各

种解读和阐释。如美国达特矛斯 ( Dartm outh) 学

院社会学教授保丁 ( E lise Boulding) 在 1988年出

版的 5建立一个全球公民文化6 ( Build ing a G lob-

alC iv ic Culture) 一书中, 对 /公民文化0 一词进

行了的界定: /公民文化代表着一种模型, 在其中

我们每个人分享共同的空间、共同的资源、共同

的机会, 并且负责管理在陌生人群 ( com pany o f

strangers) 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这些陌生人群将

构成一个公共体 ( the Pub lic ), 借着这种互动关

系创造出一种共同公益 ( comm on pub lic good) 的

观念, 虽然我們这些分享着共同公民文化的人,

绝大多数终其一生都不会认识同一文化中的其他

人, 但是维持这样的公民框架, 都有其共同利

益, , ,。0 º

我国有学者认为, 公民文化首先表现为自主

自律、自有自觉的主体价值取向; 其次, 表现为

平等、开放、横向的权利、利益纽带的有机连接;

再次, 表现为个性、参与、创造、开拓的行为图

式; 最后, 表现为高度的角色意识、社会责任感

和公共精神。132

从上述定义, 我们可以看出公民文化强调的

是 /共同性0 与 /公共性0, 以及自主自律、社

会责任等 /公益观念0。

公民文化的培养建设不是仅靠教育能完成的,

它需要通过在培育公民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孕育和

成长。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产物的公民社会的

培育过程中, 作为公民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公民必须不断树立公民意识, 发扬公民精神, 并

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从而建立公民文化得以

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 在我国现阶段,

构建公民文化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就是树立公民意

识和培养公民精神。

2. 公民意识

建立在公民文化基础上的公民意识, 是公民

社会得以形成的思想前提, 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内

驱力。142换言之,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 仰赖

于普遍、先进的公民意识。就是说, 优良的公民

意识, 是我国法治动态发展、更加文明进步和恒

久有序的重要保证。鉴于此, 围绕公民意识的研

究, 诸如公民意识的内涵, 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

我国公民意识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 我国公民意

识培养的手段与途径等, 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

重视。

对公民意识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有的

学者认为, 公民意识 /在本质上必然呈现为与民

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以平等、自由为轴

心的正义价值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 并呈现合理

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的三元内在

结构。0 /合理性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内核, 合法性

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 积极守法精神是公民意

识的外显层面。0 /正是公民意识的合理性意识、

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 才使法治理念得以

确立和发展。0 152因此, 法治理念是以公民意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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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 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尔蒙德 ( G abr ie lA. A lmond) 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维伯 ( S idney V erba)

合写了一部名著 5公民文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6 ( T he C iv ic Cu lture: Po liticalA ttitudes and Demo cracy

in F ive N ations), 就美、英、德、意、墨等五国的政治文化、公民参与、政治社会化与民主稳定等关系, 作了实

证性的探究。这项开创性的研究, 当时受到政治学界极大的重视。参见 (美 ) 加布里埃尔# A # 阿尔蒙德、西德

尼# 维伯 5公民文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6, 徐湘林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 20- 24页, 34 - 35

页。 /公民文化0 曾经是政治学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研究途径, 在 1970年代以后渐趋式微。但 /公民

文化0 一词仍然被普遍使用, 其范围则有所调整, 而与 /公民性0、 /公共精神0 等词的意涵, 渐趋接近。参见

周阳山 5从公民文化到公民社会 ) ) ) 一项现实的考察6, 5华冈社科学报 6 2002年第 6期, http: / /o ld. np.f

org. tw /PUBL ICAT ION / IA /091 / IA - R - 091- 068. htm。

(美 ) E lise Boulding: Bu ild ing a G lobalC ivic Culture, Sy racuse U niwe rsity P ress, 1988, pp. 1。转引自周阳山 5从公

民文化到公民社会 ) ) ) 一项现实的考察6, 5华冈社科学报 6 2002年第 6期, http: / / old. np.f o rg. tw /PU BL I-

CAT ION / IA /091 / IA - R - 091- 068. htm。



基础的。

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公民意识内涵的

揭示来看, 一般认为,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

泛指公民多方面的意识修养和素质养成, 它是在

现代宪政体制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民众意识,

是现代社会的成员对作为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

的自觉反映, 是公民对于自己应享受的权利和应

履行的义务的自觉意识, 蕴涵着 /公民的主体意

识、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0 三

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公民意识的内涵, 有的表述为公民意识

的核心内涵是公民的身份意识, 即意识到自己的

公民角色, 其具体内涵则包括权利意识即参与意

识和监督意识, 以及义务意识即责任意识和法律

意识; 其延伸内涵包括平等意识、独立人格、公

共精神、自主理性等。

有的认为现代公民应具备以下基本意识或素

质: 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

科学理性精神、道德意识、生态意识或可持续发

展意识、全球意识、终身学习意识和健康的心理

素质。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是公民的权利和对国

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 以及科学理性的精神。

在这些关于公民意识概念的描述中, 有一个

共同的缺陷, 就是没有把公民的规则意识作为公

民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在谈论公

民意识的缺失时, 很少有人明确谈规则意识。虽

然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自主

理性精神或公共精神、积极守法精神等, 其中包

含有程序规则意识的因素, 或者说只是体现了规

则意识内涵的某一方面, 但它们与规则意识的内

涵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3. 公民规则意识

公民规则意识应是公民意识中的最基本或核

心的要素。公民规则意识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

解。广义的公民规则意识是公民对各种社会规则

(规范 ) 诸如法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等规

则的认同、自觉服从与遵守, 所形成的自主自律

意识。狭义的公民规则意识是指公民在法治状态

下通过对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认同, 进而把法律

有效地内化为其自觉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 形

成一种自觉的程序规则意识和自觉服从与遵守法

律的自主自律意识。本文是从狭义上使用公民规

则意识这一概念的。

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 其行为方式要体现理

性精神和符合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具体地说, 公

民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

上, 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这

里既包括公民对自己合法权益的积极维护, 也包

括公民权理性实施的正当性; 既包括公民积极主

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 也包括公民消

极被动、或被迫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 既包括

公民的法律意识, 也包括公民的公德意识。

强调公民规则意识与强调权利意识并不矛盾,

也不意味着要求每个公民缺乏自主地奴性服从法

律, 成为法治理的对象, 而是要求每个公民在对

法律规范的内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能够理性地

行使权利, 积极主动地服从规则。

三、确立公民规则意识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公民规则意识的确立, 是由法治社会的性质

决定的。公民的规则意识体现着对法律规则的自

觉服从、遵守和对法治秩序的认可, 而秩序则是

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 法治就是规则之治,

法治是以理性规则秩序为运行的基础, 法治就意

味着秩序。

1. 理性规则秩序是法治社会运行的基础 162

确立公民规则意识, 是建立法治社会理性规

则秩序的要求。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基础的公民社

会, 理性规则秩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根据

公民社会理论, 公民社会是一个呈现多元利益冲

突、互动与整合图景的复杂社会。在公民社会里,

不同的利益主张和权利要求在此间互动交融及冲

突, 而且日益呈现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

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因此, 公民

社会并不希望也不可能通过减少多样性或压制冲

突而谋求相一致的道路。为此, 公民社会要接受

这种利益和理想的多样性。172它允许个人及机构追

求多样化的目标, 但并不允许不择手段地追求这

些目标, 182而是要对冲突进行合理的控制来达致公

民认同、社会整合合理性规则秩序。这就意味着,

/公民社会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必然导

致高度的法律需求与创设0。192也就是说, 要建立

对冲突进行合理控制的理性规则秩序, 就必须要

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从而确立公民社会

/自主自律、宽容共存的自由理性诉求0。因为,

/没有规范性约束的自我利益的追求使所有有关

各方的自我利益大都遭到挫折0。1102为此, 大家都

必须遵从共同的、保障每个人权利的和自由的理

性规则) ) ) 法律。1112这种自主自律的公民社会规

则秩序, 不仅奠定了法治社会的基础, 同时也是

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

公民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互动与整合, 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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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了自生自发的理性秩序规则。这种理性秩序规

则功能和作用的发挥, 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

是仰赖于公民的规则意识。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

在市场经济竞争与合作中, 既要竭力主张其自身

利益和自由平等权利, 同时又必须作出必要的妥

协、让步与合作, 而这种妥协、让步与合作的基

础就是理性规则。

2. 秩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

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主要通过规范手段 (道

德、宗教、法律等 ) 自觉调节而使人际关系所处

的一种有序状态。秩序 /总是意味着在社会中存

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

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与心理的安全性0 1122。

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 是社会发

展所应追求的基本价值。无论最小的社会单位

(如家庭 ) , 还是整个社会本身, 无论是系统的、

常态的组织机关, 还是偶然临时聚集的人类群体

(如道路上的人流 ), 都存在着一定的规则、管理

和秩序。人们时常地破坏社会秩序, 而又不能不

在有规则、有秩序的社会中生活。有序和无序构

成了社会关系和生活的一个矛盾: 有序是社会关

系和生活的稳定形态, 是社会正义、安全、平等

和效率的基础; 无序则意味着社会关系结构一致

性和稳定性的消失, 人们的行为规则性的混乱,

社会生活过程连续性的中断和安全性的缺失。社

会运动和发展就是从有序 (平衡态 ) 到无序 (非

平衡态 ), 再从无序到有序的动态演进过程。为

了保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人类必须采取措施消除

无序状态或预防其发生。在文明的社会中, 法律

是消除无序状态或预防和制止社会的无序状态的

首要的、经常起作用的手段。

秩序, 是法律所要实现的最基本的价值, 它

构成法律调整的出发点, 也是法律所要保护和实

现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在一个社会中, 法律不能

实现和保护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有条不紊的

状态, 就谈不上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维护,

谈不上公平正义和文明进步, 也就更谈不上公共

的善和幸福。对秩序的追求, 反映着人们对社会

生活的 /安全0、 /可预见性0、 /常规性0 和

/有组织性0 的期待, 也永远是法律调整的首要

任务。而且, 随着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冲

突和矛盾的日益复杂化, 人类社会依靠法律调整

手段来维系社会生活的秩序形式则显得愈来愈重

要。法律本身固有的性质, 决定了它既是社会秩

序的象征, 又是社会秩序的保护手段。

但应当看到, 秩序价值只是法的价值之一,

它绝不是法的惟一价值, 也不是法的终极价值。

当国家的实在法本身明显地违背客观规律、违背

人类的道德和公平正义准则时, 片面强调秩序价

值的惟一性, 实际上就等于为国家的强权、暴政

和统治阶级的任性寻找理论上的合法借口。因此,

法的秩序价值必须与法的其他价值相协调, 法律

所建立和维护的秩序, 应当是体现人类道德正义,

体现人权、自由和平等精神, 体现公共利益和人

类幸福的秩序, 而不是完全背离人类终极价值和

其他一般价值的纯粹专制的秩序。

3. 法治意味着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状态

法治社会首先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社会秩

序状态是各式各样的, 法治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秩

序状态。它是完备的法律制度被很好实施后的社

会实在, 是社会法治化的结果。只有在法律制度

相当完备, 又被很好地实施、实现了以后, 才可

能建立起作为良好社会秩序状态的法治。由此可

见, 法治秩序的确立, 就如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所说的,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 以成立的法律

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

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01132法治首先是一种规则

之治, 只不过获得人们普遍服从和遵守的法律是

一种体现公平正义、民主精神的 /良法0。

在法治状态中, 人们都自觉地把法当作自己

的行为准则, 用法来引导自身的行为, 衡量他人

的行为。法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线, 人们依法

从事社会生活或社会活动。在法治状态下, 社会

一般成员应以法律的方式构筑重要的社会关系,

实施社会行为。即使社会的特殊成员, 如政府官

员、司法官员等, 也必须遵循法的规定, 依法办

事。人们是否以法作为自己的活动方式, 或在何

种程度上以法作为自己的活动方式, 既是人们法

治意识的外化, 也是社会法治程度的标志。

通过上述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公民规则意识与

法治秩序的关系可以看出, 公民规则意识是法治

秩序建构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现代化研究的

理论认为, 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 人都是现代

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最

难也是最关键的, 就是人的素质和人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在建设法治国家, 构建法

治秩序的过程中, 实现人的现代化, 培育公民文

化、塑造公民意识, 首先要确立公民的规则意识。

在一个不讲求规则, 没有规则意识的社会里, 再

完美的法律制度设计, 最终也可能会变成废纸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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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民规则意识的确立与塑造

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基本或核心层面,

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包括积极的权利主张与合法权益的

保护两个方面。把积极的权利主张作为规则意识

的内涵之一, 是从社会整体意义上来讲的, 法治

秩序的构建, 首先是公权力的约束和公民权利的

保障。公权力的约束是建立在公民 /通过合理

性、合法性的正义价值诉求和权威认同01142的基

础上的。公民积极的权利主张有助于社会规则体

系的建立, 使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更为有效。法

治秩序的建立, 首先要求公共权力要遵循法定的

规则和有序运行, 使 /一切国家活动都必须遵守

公众舆论认可的规范体系0 1152, 促使公民树立积

极的权益保护意识。公民规则意识的指向是指公

民通过对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护, 要求他人自觉地

维护和服从规则。公民行使自己权利, 依法保护

合法权益的本身也是一种规则意识的体现, 而且

是一种很关键的规则意识。如消费者在消费时对

假冒伪劣产品的投诉, 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 会

有力地促进生产者产品质量的提高。同时公民在

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 也会促使自己尊

重他人合法权益, 积极履行相应的义务。

2. 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 (正当程序意识 )

公民规则意识不仅要求每个公民要有权利意

识、参与意识, 还要求每个公民在行使权利时必

须建立在正当性的基础之上。这种正当性的要求,

就是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要讲程序, 遵

循一定的规则, 不能滥用权利, 包括在维护权利

时, 要讲求程序。公民在维权过程中不讲程序,

不讲规则的表现就是 /得理不让人0, 过度维权,

甚至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不择手段。这种行为不仅

不是公民规则意识的表现, 而恰恰是对规则的破

坏。规则意识要求现代公民在保护自己的权益时,

不能滥用权利, 故意超越权利界限损害他人利益;

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能损害国家的、社

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

权利。

3. 权利的节制意识, 即控制权利的 /超前

消费0 意识

有学者指出, /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

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

由。01162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曾说 /权利之声压倒一

切01172。从古至今, 人们一直在追求权利。追求

权利的最大化是人们的终极向往。根据上述关于

权利内涵的界定, 追求权利的最大化, 就是追求

利益、主张、资格、力量和自由的最大化。下面

仅从人们对利益和自由的追求来对此加以说明。

利益法学派的代表耶林认为权利的基础是利

益。他指出, 人是有目的的动物, 人的活动是有

动机的, 追求利益是人们永恒的目的。1182从经济

学的角度看权利, 利益的大小或多少就成为在

/量0 上衡量权利的重要指标, 作为谋求自我利

益极大化的理性主体即个人或群体, 都在理性的

指引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里的理性是经

济学上的理性而不是道德上的理性, 而这里的利

益也不意味着夏洛克般的自私自利。

按照自然法学派的理论, 在自然状态下人的

自由是受本能支配而无所节制的绝对自由。在这

种绝对自由的境界中, /每人是他自己的裁判人,

有绝对之权为他自己立法, 对所立的法随意解释。

如果他认为废除所立的法方便, 他就废除。01192但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 自由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自

由在某种程度上由 /人赐物0 代替了最初的 /天

赐物0, 而且从此以后, 自由再也无法回到那种

最初的 /自由状态0。人们在 /失去0 了某些自

由之后才逐步懂得自由的重要, 于是人们开始珍

惜现在的自由, 并且渴望更多的自由, 追求 /自

由0 的最大化正是人们这种心态的表达。

追求权利的最大化是人类延续、社会发展的

合理要求和正当活动。但在人们追求权利最大化

的过程中, 出现了某些权利 /超前消费0 的现

象, 即某些权利还没有符合其生成发展及实现的

条件便被 /早产0 出来。对权利的节制, 控制权

利的 /超前消费0 就是要合理限制某些权利, 使

之符合所处时代所处社会的道德、法律、经济发

展状况、文化等多种价值取向。当然, 人们的权

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对权

利的 /超前消费0 的控制需要在不断的社会发展

进程中合理地进行。

4. 自觉守法意识

公民的自觉守法, 是对法治社会的主体的最

基本要求。法治不仅是良法之治, 更重要的在于

法律普遍被遵守和服从, 在于主体能自觉地享受

权利, 履行义务。对守法的根据和理由, 有这样

的概括, 即守法是法的要求, 守法是人出于契约

式的利益和信用的考虑, 守法是由于惧怕法律的

制裁, 守法是出于社会的压力, 守法是出于心理

上的惯性, 守法是道德的要求。1202经验表明, 对

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并不是因为道义上的正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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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而严格守法。除上述守法的根据和理由之外,

大多数情况下, 守法只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

自我利益的一种选择。1212如果法律不能给人民群

众的生活带来实在的确定的利益, 那他们凭什么

守法呢? 更不用说让他们主动去学习距离他们遥

远的、与生活无关的法律了。这样, 在实践中肯

定会造成我国的普法运动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公

民规避法律也就成为正常的事了。当不守法或规

避法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 只靠国家强制力维

持的法律必将最终不成为法律, 依法治国和建设

法治社会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当然, 这是一种极

端现象, 现代生活中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

是我们应该明白, 法治社会的法律主要不是依靠

国家强制来推行, 而是要靠公民的自觉遵守。

法律规则秩序需要社会成员自主自律精神即

守法意识的合法性支撑, 才能稳定而长久地建立

起来。守法意识, 即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严格

依法办事的意识。不管人们基于何种理由遵守法

律, 守法主体良好的守法意识是法律遵守的前提

条件, 也是法律被遵守的关键因素。

5. 社会公德意识

遵守社会公德既是一项道德要求, 也是宪法规

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缺乏社会公德是公民缺

乏规则意识的一种最常见和最普遍的社会现象, 也

是最为国人所诟病并影响中国人国际形象一种社会

痼疾。关于公民公德意识缺乏的种种表现、原因分

析, 以及加强公民公德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目前有

关的讨论和建议以很多, 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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