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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念提升重要路径：强化法律的软约束作用 
陈 娅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 637002 

内容摘要：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这个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六项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

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观念的形成又是全民法律素养的重要指标。提高法治观念的路径学术界

最近几年有大量的研究、思考。本文认为在目前国内公民社会法律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完善法律本身，以良法来强制性约束人们的行为；

另外一方面，也要努力发挥法律的软约束作用，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达成法律的教育示范作用，以帮助公民形成自觉的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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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观念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全面部署，提出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

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一般来说是指法律在全社会得到

普遍公认和遵从的一种社会状态。广义的法治社会概念，基本可

以和法治国家概念相互交替使用。本文的法治社会是指狭义的法

治社会。狭义的法治社会，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

等非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主体行为的法治化。法治社会一般具有

以下基本特征：全社会对法治普遍信仰；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

施和普遍遵从社会依法规范运行；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

现；权利救济及时充分 。①还有一点就是国家能有完善的立法法

科学规范立法，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 

在十九大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法治中

国”，对于法治中国这一科学命题，对于它的内涵阐述，我认为

必须是要体现“全面”并且“相互联系”。对于“全面”的认识，

我认为所谓的法治中国，必须是紧紧围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这三个方面推进；对于“相互联系”的理解，是以上说

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三个内容在法治建设中既相

互独立却又紧密相关，每一个环节的建设都是另外一个环节的基

础，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法治中国整体建设。法治

社会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 

对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有从多个角度方向研究的，如王

清平提出要强力实施利益观与诚信观教育，强力推动诚信建设适

度法治化，强力引导扶持社会自治的实践。②也有提出要从公民

意识角度研究的，如董亚娟，吕丽梅认为法治意识的提升可以消

减法治社会矛盾，重点认为是需要加强法治教育来达到法律意识

提升的目标。③ 

二、公民法律意识的概念及其现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经济生活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提

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曾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但是我们精神的发展却没

有赶上物质发展的速度。如果说法治是衍生于西方的文化传统，

且历经古代、近代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已经形成一种成熟而独特

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的话，那么深受封建宗法伦理文化影响的

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就显得步履艰辛，④因为“意识”一旦根深

蒂固，要改变就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时间。传统宗法伦理给

中国人的意识刻下了深刻的烙印——等级观念，权力崇拜意

识⋯⋯这些意识都是法治意识生成的畔脚石，要建立法治社会就

必须踢开这些畔脚石。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关于法的思想、观

点、理论和心理的统称。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法律在现实生

活中是否被很好的执行遵从。 

目前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处于一种什么水平呢? 在中国有

种过马路的方式叫做“中国式过马路”其意思是行人过马路时只

要等足了人 ，三五个就行，大家一道过马路，不管它是红灯闪还

是绿灯闪。⑤如果分析这个现象产生的根源，恐怕还是因为公民

的法律意识欠缺。记得有记者曾采访过闯红灯的行人，被采访者

基本都知晓闯红灯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违法行为，但是出于自身

利益考虑和法不责众等侥幸心理，明知违法而为之。以上是举例

的行人。那么我们中国司机呢？在通过驾校考试的时候，相关的

道路交通法规都有学习和考试。但是，一旦通过考试，在实际交

通操作中，如果没有摄像头的监控，没有交警的监督，大部分司

机还是会选择违反交通规则，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从行人

和司机明知法律而违法的行为来看，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不仅仅是

法治宣传那么简单，而是要帮助人们树立法律意识，建立公民自

觉遵守法律的意识。 

三、以法的作用促进法律意识建设 

从法理学中我们知道法的作用分为法的规范作用与法的社

会作用。法的规范作用又分为五种，指引，评价，教育，预测，

强制作用。我们通常一提起法，就会想到它的强制作用，法的强

制作用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法律也的确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惩

罚、震慑违法犯罪者。但是正如上面分析到的行人和司机的情况。

明明知法，还是会为了一己之利，钻法律漏洞或者在没有强监督

的情况下知法犯法，并设法逃脱法律的惩罚。 

因此，在关注法律强制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法的其他

作用，特别是法的教育作用。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一般人的行为。

有人因违法而受到制裁，固然对一般人以至受制裁人本人有教育

作用，反过来，人们的合法行为以及其法律后果也同样对一般人

的行为具有示范作用。在我国公民普遍法律素质偏低的情况下，

一方面违法犯罪行为者必须接受相应的惩罚，另一方面应该考虑

处罚之后的对其进行相应的教育。在特定场所接受刑罚的，由监

狱，拘留所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同时也可以相应的事例汇编成

册或者由当事人以身说法来教育潜在违法犯罪者。其他违法和轻

微的犯罪未被剥夺人身自由者，应接受相应的除剥夺人身自由的

惩罚外，还应该考虑对其进行强制的教育。这种教育当然不是强

制剥夺其人身自由，而是完成相应的公益劳动。这样一方面可以

对违法者进行教育，也能达到对其他人的教育示范作用。例如以

前我们就曾实行过的交通维护志愿者，一旦发现有交通违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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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要进行相应强制性的依法惩罚，还要到马路去做一天自愿
者，维持交通。从而让违法者明白每个人自觉遵守道法的重要意
义，以及抱侥幸心理不遵守法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多大的伤
害。 

四、结语 

当然，法治社会的建设最根本还是要回到法的制定层面。恶

法非法，只有良法才是法。假如道路交通法本身就存在各种问题，

如果我们再强调依法执行，那么只会一错再错。因此，我们再强

调培育公民法律意识的同时，相关立法机构一定要不断的提升法

律制定的水平，保证法律的科学性，公平正义性。让良法成为公

民的信仰，成为维护社会和谐进步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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