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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治文化的研究是目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总结了国内学界关于法治文化概念和特征的主

流观点，指出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重视法治文化内涵与特征研究的“法治”视角，对法治文化基

本内涵和特征作出科学界定，进一步从哲学视角来探讨法治文化基础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从整体上把握和理

解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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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在上世纪 90 年

代提出的，但当时关于法治文化的研究还处在萌芽

阶段，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进入 21 世纪之后，学

术界关于法治文化的研究才逐渐增多，尤其是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李德顺在《法治文化论纲》一文中加

以阐述后，法治文化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

一、法治文化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法治文化的研究主要有学术论文、学术

专著、学术会议或学术论坛这三种形式。其中，学术

论文是研究法治文化的主要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李德顺教授、李林教授和刘斌教授陆续发表的相

关学术论文，此外，还有很多学者针对法治文化做了

不同深度、不同角度的探索。随着法治文化研究的

深入，相关著作由侧重于法治文化建设方面的讨论，

逐渐向理论研究倾斜，最有代表性的是王运声、易孟

林主编的《中国法治文化概论》，该著作于 2015 年

12 月出版，通过上、中、下三篇，分别在理论研究、法
治组织文化、法治文化载体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了全面梳理，是当前国内学界关

于法治文化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专著。在以

法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不断发表的同时，

以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学会等为代表，组织开展了

各类以法治文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比

如: 2014 年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法治中国与法治

文化研讨会”，并出版了《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一

书，集结了本次法学年会的研究成果，为法治文化的

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关于法治文化内涵的研究评述

在法治文化研究的早期，学术界一直是在对比

分析法制观、法律文化等基础上来研究法治文化的，

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逐渐将法治文化作为独立的研

究对象来探讨。目前，关于法治文化内涵的研究主

要表现在对法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和相关概念辨析

方面。
( 一) 法治文化概念的研究

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法治文化的概念存在多

种不同的解释。目前，对于如何界定法治文化的概

念，主要有以下主流观点:

李德顺教授是中国国内较早较系统研究法治文

化的学者，他的观点在国内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他认

为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

具有的一种具有社会整体性的一级文化概念，是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

的社会文化体系”，意味着“法治不仅仅是用来治理

国家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全国举国上下在生活中

普遍遵循的规则，普遍实现的一种生活方式”［1］。
李林概括了法治文化在广义层面和狭义层面上的内

涵，指出广义法治文化包括精神、制度、行为方式，而

狭义的法治文化是关于法治精神文明成果和法治行

为方式相统一的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2］。他认为，

从广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



更符合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更有利于加强我国的

法治文化建设［3］。刘作翔分析了广义、中义、狭义

三种文化观之后，认为法治文化应从中义的文化观

角度去理解，即法治文化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

总和，是“反映人类进步的、先进的、优秀的价值理

念和制度构造”的文化类型［4］。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法治文化概念，可

以分为广义的法治文化和狭义的法治文化，两种不

同的理解方式。广义的法治文化概念以李德顺教授

等学者为代表，他在整体上把握了法治文化的内涵，

极大地扩展了法治文化研究的高度和深度。狭义的

法治文化是制度与精神的总和。持此种观点的学者

立足于中义或者狭义的文化解读，试图把法治文化

的概念变得更具有操作性。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法治文化概念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

方面，文化内涵的解读是研究法治文化内涵的前提

和基础，但关于“文化”的概念本身现在还没有统一

的认识，故关于法治文化内涵的界定也尚未达成共

识。另一方面，除少数学者如李德顺、刘作翔等，其

他很多学者并没有认识到“法治”的内涵对于法治

文化概念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 二) 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辨析

研究法治文化，不容回避的几个概念是法律文

化、法制文化以及人治、人治文化，国内不少学者都

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目前，学者关于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讨论比

较多，多数学者认为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主

要体现在价值取向和范畴上。刘斌教授认为法治文

化与法律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文化主要是就

法律制度本身而言，法治文化主要是就社会或国家

的治理方式而言”［5］。梁平认为: 法律文化侧重于

显性文化，属于广义的制度范畴，强调法的工具性功

能，价值中性，是任何国家均具有的静态文化; 而法

治文化是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的统一，属于治理范

畴，强调治理的价值追求，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是民

主制国家所特有的一种动态文化［6］。此外，还有一

些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隶属

于法律文化。比如，徐爱国在《从法律文化到法治

文化》中认为法治文化强调现代法治，是法律文化

的一个亚类，侧重于构建。段凡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研究》中指出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

展的一个部分和阶段，而且是法律文化发展的较高

阶段。
法治文化与法制文化之间的比较在学界讨论的

比较少，刘斌从法治与法制二者的联系与区别着手，

在功能、内涵、产生、原则、基本要求和主要标志方面

分析了法治文化与法制文化的不同，并指出二者之

间的联系:“法治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大于法制; 法制

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

备的法制; 在现代社会，法治应当是法制的立足点和

归宿，法制的发展最终应当是实现法治。”［5］

还有学者在人治或人治文化、德治文化等方面，

与法治文化做了比较研究，比如，李德顺教授侧重于

从人治和法治的对立上，找到法治的本质，并以此作

为理解法治文化的关键。梁平教授认为法治文化与

人治文化是不同的治理方式下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

的文化。在法治文化与德治文化的比较中，梁平教

授认为德治文化属于隐性文化，无强制性，但它为法

治文化奠定了信仰基础。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虽然很多学者已经注

意到，并研究了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法制文化、人
治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但这些概念之间依然存

在着相互混淆、界限不清的情况。比如: 很多学者在

阐述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不同时，未明确指出两

者之间的界限，且有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不能把

法治文化简单地作为法律文化的一种拓深研究，而

是应把法治文化独立于法律文化之外，提升到法治

社会和法治国家应有的一种文化形态的高度来加以

探讨。这并不是说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毫无关系，

而是强调法治文化是一级文化概念，它不是法律文

化的一个分支，需要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法治文化。

三、法治文化特征的研究

法治文化作为文化类型的一种，具有一般文化

的共性，又有它独特的一面。这些特性在法治文化

的实践中又展现了其存在的价值。
李林教授着重分析了国家和制度层面上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的特点，他指出，在国家和制度层面，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国家意志性、意识形态性、人民

民主性、制度构建性; 并提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

社会和民间层面上具有社会性、民间性、地域性和自

发性等特点。最后强调: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建设，不仅要重视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强制主导作用，

也要重视社会和民间层面的基础配合作用。”［3］孙

育玮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区别于其他

类型文化的的六个鲜明特征，即: 都市先导性、形式

要件的必备合理性、内涵要件的价值优位性、形成机

制的民主共识性、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性和运行环

节的规制内化性［7］。缪蒂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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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法治文化的特征，他认为:“法治文化具有社会

主义性、历史传承性、与时俱进性、思想开放性的特

点和教化调控、社会整合、价值引导、推动实践的功

能。”［8］孙成武、赵然认为法治文化的特点体现在

“三个统一”上，即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权威性

和大众性的统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9］。这三

个“统一”，基于广义法治文化的理解，较为全面的

概况了法治文化在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国家层面

与社会层面、民族特色与历史传承所形成的文化

特色。
从目前学者们研究的情况来看，直接单纯研究

法治文化特征的比较少，不少学者倾向于研究专项

领域内法治文化特征，因此并没揭示法治文化真正

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在研究法治文化的特征时，

可以把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礼治文化和德治文化

相比较，考察其与之不同的，诸如理性、动态、时代性

等方面的特点。比如: 蒋传光将法治文化与法律文

化作了区分和对比，在此前提下阐述了法治文化的

特点，认为法治文化制度层面上应是良法善治，政体

的组织机构应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模式，社会治

理遵循理性规则之治，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

能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各类主体具有自觉的规则意

识和契约意识，法治思维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思维

模式，法治的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法治的理念

具有时代性［10］。按照这种思路，在研究法治文化的

特征时，我们可以把法制、人治、德治相关概念、特征

也融入进去，最终真正提炼出法治文化的本质特征，

这也是今后研究法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法治文化内涵与特征研究的展望

通过以上对国内法治文化内涵和特征的研究成

果进行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学术界对法治文化

的内涵和特征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体系性，现有

法治文化基础研究散见于不同视角的论文且浅尝辄

止。我国建国以来的法治进程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基础上的，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法治实践，虽然国内学术界关于法治文化的研究持

续升温，但缺少对其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从而影响了法治文化的基本内

涵的科学阐释。为了全面、正确地理解和实践法治

文化，我们还需要继续加以努力。
第一，要拓宽法治文化内涵和特征的研究视角。

目前，我国在法治文化内涵和特征的研究方面，大多

数学者研究时通常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这个

问题，很少有从法治的角度来研究的。其实，解释法

治文化的内涵，法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在研

究法治文化时，文化虽然是法治文化的基础，但“法

治”是其实质，应当以“法治”为切入点，在文化的基

础上，从“法治”的视角来研究法治文化。
第二，要深化法治文化内涵研究的内容。一方

面，目前不同学者对法治文化核心概念的表述各异，

尚未达成一致，这直接影响到法治文化基础研究的

科学性，需要学者确立法治文化内涵和特征等方面

权威的理论成果，对其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进行统

一的界定。另一方面，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法制

文化以及人治、德治等相关概念，还需要学者在基本

概念问题上进行整理和细化，对这些问题作出权威

的解释和定性。
第三，要开拓创新，探索新的研究途径。虽然当

前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研究法治文化的内涵，

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少有学者站在哲学的高度，来

探寻法治文化内涵的相关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可

以通过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等视角，来研究法治文化

的理论渊源、历史进程、指导原则、内在规律、实践生

成等深层问题方面，完善法治文化理论体系。

五、结语

法治文化的研究是目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也反映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客观需求。整理和分

析国内学界对法治文化内涵和特征的研究现状、研
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了

解法治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我国法治文化理论体

系的构建，需要我们站在一定的高度，从整体上把握

和探究。

参考文献
［1］ 李德顺． 法治文化论纲［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

( 1) : 9．
［2］ 李林．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J］． 哈

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4( 5) : 1．
［3］ 李林．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J］． 北京联

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0( 2) : 5．
［4］ 刘作翔． 法治文化的几个理论问题［J］． 法学论坛，

2012，27( 139) : 8．
［5］ 刘斌． 法治文化三题［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

( 3) : 25．
［6］ 梁平． 语义与实践: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进路

探究［J］． 法学杂志，2013( 3) : 52．
［7］ 孙育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与实践

［J］． 学习与探索，2014( 4) : 62 － 63．

( 下转第 47 页)

42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17( 3)



业或园区发展的重大项目特别协调制度，简化行政

办公流程。三要加快岛外工业园区的建设步伐，使

岛外工业环境尽快成熟起来，吸引岛内制造业自觉

外迁，变“要我迁”为“我要迁”，形成对岛内制造业

外迁的倒逼机制。四要着力解决岛内外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在推动工业转移的同时，切实解决搬迁企业

的后顾之忧。五是要加强制造业所需人才的培养与

引进，实施人才柔性引进政策，设立人才引进专项基

金，支持制造业企业大力开展产学研工作，以产业和

项目集聚高端技术人才。六是要以工业化和城镇化

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城镇服务功能，鼓励农业

转移人口向工业园区集聚，为岛内制造业向岛外迁

移奠定劳动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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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gradient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Xiamen Island
WU Jiang － qiu，et al．

(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Xiamen． The urgen-
cy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at it actualizes the gradient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Xiamen Is-
land by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ame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gradient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Xiamen Island，teases the main difficulties in the course of gradient transfer from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Xiamen's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Xiamen，Zhangzhou and Quanzhou． Finally，i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oposals for expediting the gradient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Xiamen Island
from optimizing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Xiamen，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upgradation．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radient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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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al culture

HAO Ya － fei
( Marxism，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

Abstract: Studying on the rule of law culture is one of the hot academic concer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o-
mestic academic mainstream views on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rule of law culture，and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tudy．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rule of law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spectives of“rule of law”，and mor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le of law culture． It needs more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deep-seated culture of the rule of
law basic theory，to grasp and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f the rule of law as a whole．
Key words: legal cultur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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