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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797.htm 基本内容 一、道德的涵

义 道德是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荣誉与

耻辱等观念以及因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

内心信念来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二、法与道德的区

别 （一）两者起源的时间不同 道德在原始社会（或初民的社

会）作为独立的或与宗教、习俗（习惯）相混合的形态而存

在。但国家的实在法（国法、法律）只是随着一定条件的成

就，才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出现的。 （二）两者的表现形式不

同 道德通常是约定俗成的，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之中，

即使通过文字表述，以诸如社团章程、公约、守则、决议等

形式存在，其内容也是比较原则、抽象的，其制定、修改和

废除程序也很不严格。法律是作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的规范

而存在的，其成文形态多为法典、法规等具体的规范性文件

，它们的制定、修改和废除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 （三）两

者的具体内容规定不完全相同 一般地说，法律的内容比较具

体、明确、肯定，既规定人们的义务，也规定人们的权利，

而且通常以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作为条件。道德的内容则不同

，它侧重于人们的义务而不是权利，也不要求权利义务的一

致性。因此，在法学上有一种看法，说法律具有“两面性”

（既重权利又重义务），而道德仅具有“一面性”（只重视

义务）。 （四）两者实现的方式和手段不同 道德的实施，不

是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

以及人们的自觉维护。可见，道德的强制是一种精神上的强



制，道德正是以此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法律则不同，它的

实施，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以国家机器为后盾，通过

外在的强制（法律制裁）来强迫人们遵守。 （五）两者调整

的范围不尽相同 从深度看，道德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们现实

的行为，而且还包括人们的思想、品格和行为的动机。从广

度上看，道德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一般地说，凡

法律调整的关系，大多也由道德调整。但也并非所有的法律

事项和问题都是道德评价和调整的对象。还应认识到，法律

与道德调整的范围及二者的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

定条件下，它们的范围可以相互转化：原本只属于道德调整

的某些问题，将来可能由法律来调整；或者相反，原本属于

法律调整的某些关系，将来可能只由道德来调整。从所处时

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划定法与道德各自

调整的范围，是立法者和法律执行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三、

法与道德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不能笼统地看待法与

道德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在社会中占

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 法律所反映的道德不

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此

意义上，两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其关系

具体表现在： （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首先，在立

法上对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原则予以确认，用国家强制力

保障其实现。其次，在法的实施上，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

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与奖励，既可以培养人们的遵纪守

法意识，又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使社会保持良好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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