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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套体系化的、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动。

近些年来，我国的立法成绩有目共睹，基本解决了执法机关

的根据问题，但在现实的法律生活中还存在着法上有法、法

外有法，以及法内无法的现实性缺憾。 法治的精义在于法律

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然而，时下社会中还存在着法上有法

的情形。法上法是指把未经过民主性立法程序的政策性文件

凌驾于成文法之上，不承认或者附条件地承认法律所具有的

权威性和所应有的拘束力。其表现是：把一般性的政策性文

件用做指导执法活动的依据；握有权力资源的重要人物直接

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具体案件进行非程序化的指示和施加

非正当性的影响；用所谓的社会效果等非证据性和非法律性

的标准来评价办案质量；有时用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伦理标

准来评价执法者正当的执法行为，等等。 法治蕴涵的另一个

命题是，法律能够带来适用上的公平，不存在或者极少存在

例外的特殊主体和例外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法

外有法的情形。法外法是指行政规范的相关实质性内容有与

基本法律所规定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等相同的内容，而剥夺

与限制自由权利的规定只能由基本法律来规范。低层规范实

际赋予行政部门具有剥夺与限制自由权利的内容，它违背了

宪法和《立法法》，属超越权限的“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

规定。而且，从目前有限的法律规定来看，权利被侵犯后权

利救济途径不通畅，缺乏完善的救济程序。法上法和法外法



现象的存在，从根本上可归因于宪法地位和宪法权威没有真

正树立起来，存在着不受根本法规范和调整的规则，存在着

实际的宪法危机。 可执行性是法律所应当具备的特质，但在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时执法的准据却使执法者无所适从。

执法者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遭遇法内无法是司空见惯的现

象。法典化不可避免的缺陷是“法有限而事无限”。在社会

生活中，法内无法常常被描述为法律存在有漏洞，执行法律

时找不到相对应的依据。目前在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中

存在不少的法律争议案件，并非仅仅是执法机关执法不公和

执法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法内无法，是法律实体要件和

程序规定太模糊太原则，过于原则和模糊的标准就很难再具

有可执行性和操作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地执法不平，犹

如缺乏统一的法律市场：严者难免累及无辜，宽者可能遗漏

犯罪。 法上有法、法外有法和法内无法很可能成为法外寻私

与权力寻租的借口。执法实践中，执法者面对法上有法、法

外有法和法内无法现象，有时出现曲阿权贵或把当事者拒之

门外的现象，亦不乏执法者暗中交易、法外徇私和恣意擅断

的情形。 法治社会在中国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需要不

断付出艰辛与代价的过程。对目前法制建设的现状可从两个

视角去认识：一方面，透过公正执法，我们欣喜地看到，在

法律人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精神和思想里凝聚和蕴涵着的规则

意识和现代法制力量，这种精神和思想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

分，它植根并逐渐支撑起国家和社会宪政体制的秩序大厦，

以及由此而在全民心底簇拥的法律意识中，慢慢升腾对法治

持久的尊崇！另一方面，透过现实的法制缺憾，我们约略看

见，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文化性与制度



性的障碍。这也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法治并非一个简单的

命题，它是一个法制现代化的系统，这个系统需要公民的文

化理念与法制观念的觉醒和精妙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两个方面

的协同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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