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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的逐步发展和相关法制体系的逐渐完善，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法理学领域中的

一大热点。法与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法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是制度层面的；道德属于观念上层

建筑，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正如人的两只手掌，看似一模一样，实则略有不同。本文基于法与道德的基

本含义，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二者的相生相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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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le-
gal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has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juri-
sprudence. Law and morality are a part of the superstructure, law belongs to the political super-
structure, is the system level; morality belongs to the conceptual superstructure, is the ideological 
level, just like the two palms of a person, seemingly exactly the same, but actually slight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basic meaning of law and mor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two from various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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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和道德同属社会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都可以调节和指导人们的行为。虽然在来源、性质、发挥

的作用以及产生的结果上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并不完全分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厘清法与道

德间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构筑新时期下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结合的发展道路。 

2. 法与道德的含义分析 

2.1. 法的含义 

法，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的产物，是促进国家和社会良序发展的一个关键之物。通常是一些行为规

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程序性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一般指的是已经成文

的法律，往往通过规范性的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等，作为一种成文法的形

式存在，“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可供参考和执行”[1]。其中，国家强制力是法有效的

支撑，所谓国家强制力发挥作用指的就是，当触碰法律红线时，国家相关部门会出手，对有关行为做出

惩罚。 

2.2. 道德的含义 

道德通常指的是社会中的大家普遍认同和遵循的风俗习惯。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组成部分。

往往根植于人们的内心之中，主要调节的是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法律不同的是，道

德在调整人们行为规范时更多依靠的是人们的自觉性和羞耻心，“是一个人由内心发出的一种约束自己

的力量”[2]。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内心认同，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关于正义非正义、

善与恶、对与错的一种判断。日常生活中一直提倡的尊敬长辈、真诚待人、团结有爱等等，这些都属于

道德的表现形式。道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道德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社

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和谐的程度如何。 

3. 法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 

3.1. 法与道德的区别 

3.1.1. 来源不同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共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发展的进程之中，法律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事实上，

在最早期的原始社会中并没有出现我们现在认为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原始社会的社会体制下，部落内

部的风俗习惯和自我道德感构成了主要的约束标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人

类社会逐步过渡至奴隶社会，法律也慢慢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开始具有雏形，一般情况下通

过代表国家的某个组织制定并认可；与法律不同的是，道德在原始社会便与人类共同存在，比法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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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要早，习惯实际上是最古老的道德形式，逐渐随着人们的自然生活和教育的不断培养进一步发展

道德并非某个组织先行制定的产物。 

3.1.2. 性质不同 
法体现的是一种明确性、强制性、可适用性[3]。它是是国家权力部门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分为

成文法和习惯法两种。其中，成文法中的法律条文较为清晰地、准确地概括了人类行为的具体模式。符

合法定模式的行为就会产生法律效力，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相反，违反该模式做出的行为就会受到

有权部门的约束或者惩治；而道德则具有明显的非成文性，它主要以善恶、对错、正义非正义为评价标

准。道德影响人的方式通常是难以觉察且潜移默化的，一般通过社会地舆论风尚、人们地内心信念和传

统习惯等来约束行为和调整社会关系，只要没有做出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就不会被称为不道德，因此，

道德会具有一种软约束力，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约束形式。 

3.1.3. 作用不同 
法与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道德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意志的产物，涉及人与

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一般情况下，道德发挥作用基于大家共同认可且遵守，但是这种作用是没有保障的。

当有人肆意践踏道德红线以求换取利益时，道德发挥的是一种有限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谴责”

[4]，此时，集体意志的谴责也终究难逃利益的诱惑。而法则不同，其主要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

通过譬如法院、检察院、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于非法侵害他人权力的主

体，法律会给予不同力度的处罚。情节严重的话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法律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能

够有力的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3.2. 法与道德的联系 

那是否意味着法与道德之间全无联系呢？实则不然。二者都是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二者之间会

存在一些联系，它们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2.1. 法与道德都是动态发展的 
法与道德同属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产生时间有所不同，但在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呈现出

明显的历史性和动态性特征。法与道德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当下的发展状况。因此，随着不同时期社会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法与道德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内涵。 

3.2.2. 法为道德保驾护航 
道德作为一种软约束性的规范[5]，惩罚力度十分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的人们的内心信念和

集体意志去约束。但是，这种约束的力度是十分有限的，不排除社会中那些为了眼前利益不惜触碰道德

红线的人，这个时候能够真正约束他们的就不再是道德而必须是法律武器，即通过国家强制力让其受到

应有的惩罚。法律通过外在约束的形式，弥补了道德约束的不足之处。因此，法律一直在为道德保驾护

航，是维护道德地有力保障。 

3.2.3. 道德为法提供养分 
法虽然具有强制力，是国家制定并认可的，但并不意味着法律是可以被随意捏造和杜撰的。事实上，

法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而根植于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法

律制定的参考。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法律会有不完善之处，因而需要不断地修正，修正的依据便是

道德”[6]。在这个层面上说，道德为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养分，好的法律在各个方面中都能体现人们认

可的一些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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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法与道德相互转化 
既然法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联系，那么二者之间势必会相互转化。有人形象的将法与道德间的

关系比喻为阴阳两极。虽然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界线，但也会发生转化。不管是法向道德转化还是道德

向法转化，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所体现。针对赡养老人的问题，在道德层面，我们往往会谈论到“常回家

看看”；在法律层面，仍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来保障相关亲属履行义务。随着《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的正式实施，意味着道德层面的诉求有了法律支撑，这就是将道德转化为法律的典型例子，这

就是二者间的相互转化。 

4. 对现阶段我国法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和法制建设正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但与道德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冲突的问题。比

如“见死不救”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但在法的层面又是无罪的，究竟如何处理法与道德的冲突实现二

者的和谐共生，可以从几下几大方面入手。 
第一，在立法过程中需要对多因素进行考虑，充分加强道德对法律的指导作用。社会的法律的形成

与道德密不可分，因此，法律应当对道德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态度[7]，在顺应最基本的

道德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同时，对其中的糟粕成分予以剔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良法的有效确立。但同时

也要注意与当下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防将过高的伦理价值上升为法律，除此之外，应当考虑社会对公

平正义的实质性需要，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充分协商。 
第二，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人为本，使法律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不断

提升执法者的素质，可以通过相应的监督体系，对其存在的不足加以批评指正。还可以通过丰富相应的

监督形式，达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进行惩治是对法律进行惩治的效果。重视与当事人的沟通与协商，

想办法提升执法的科学性，极力促成执法与社会的双赢局面。 
第三，应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在很多人的视角中，法律与道德是相互依存的，有时道德也可以成为

管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但实际上，他们忽视了道德因自身存在的非确定性而导致的局限性，而法的强制

性更容易适应社会的需要，可以为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自由的主体活动提供较为纲领性的规则，针对

社会中出现的不同道德间的冲突局面，通过法律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第三，除了法治尚且不够，应当实现德治、法治的有效结合，使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在现代社会中，

诚信危机问题的出现单靠法的力量显然无法解决。诚信危机的出现恰恰反映了社会道德的缺失。市场经

济的发展与进步，不仅需要法律作为保障也需要强大的道德感进行支撑。因此，各阶层应当充分发挥自

身作用，维护宪法与各项法律的权威，将观念与国家政策有效融合。 
第四，需弘扬社会道德，社会道德能够有效促进人们守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日常的生活

中可以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加以吸收和借鉴，使其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实现道德的普遍内化，加强道德的制度化建设。在该基础之上可以达到积极守法的境界，有利于

促进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 

5.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方面的不断发展，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依法治国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社会治理

的过程中，有些领域使法律触及不到，仅仅依靠法律是一种欠考量的做法。因此，需发挥道德的作用促

进良性社会的形成，其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8]。因此，只

有探析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力求二者进行良性运动，才能使二者产生合力，创造出人们向往的

美好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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