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推荐】

本书从宪法领域切入探讨了法的

渊源这一法学基本范畴。

法的渊源指的就是法律适用过程

中裁判依据的来源， 在法律论证中发

挥着权威理由的角色。 它包括法的效

力渊源 （规范性权威 ） 与认知渊源

（非规范性权威） 两种类型， 后者要获

得前者的认可并与之相结合才能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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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从宪法领域切入探讨了法的渊

源这一法学基本范畴。 要走出目前宪法

学讨论的僵局， 就要回归到更为一般性

的法理论的层面， 但法理学界对于“法

的渊源” 概念的讨论同样纷乱复杂。 为

破解乱局， 要先厘定法源理论的视角、

定位与任务， 后澄清“法的渊源” 的性

质与类型。 在法理论的层面上， 法源理

论是一种以法的适用为视角的宏观理

论， 旨在划定司法裁判活动之依据的

“适格” 来源的范围及相应的表现形式，

以及确定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层级或适

用顺序。 相应地， 法的渊源指的就是法

律适用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 在法律论

证中发挥着权威理由的角色。 它包括法的

效力渊源 （规范性权威） 与认知渊源 （非

规范性权威） 两种类型， 后者要获得前者

的认可并与之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由于

适用场合不限于司法裁判， “宪法渊源”

的概念与“法的渊源” 相比具有独特性。

在法理论上， 它指的是宪法的法律化适用

过程中合宪性判断依据的来源， 主要在合

宪性审查和合宪性解释两种情形中“出

场”。 在此基础上， 就可以对当代中国法

（宪法） 的诸“渊源” 的法源地位进行准

确分析。

【内容简介】

雷磊： 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学

者”、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万人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中国逻辑学会

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

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海峡两岸法

学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 中国立法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 曾获第四届“中国法学优

秀成果奖”， 第三届和第九届“董必武青

年法学成果奖”。 先后在 《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 等刊物发表论

文 100 余篇， 独立出版专著 4 部， 独著或

合著教材 3部， 译著 14部。

【作者致谢】

对“法的渊源” 这一主题的思考断

断续续持续了六七年的时间。 最开始是

出于对中国语境中的指导性案例以及现

代社会中习惯的法源地位的关注和思

索。 由于对指导性案例或习惯进行法源

定位需要以对“法的渊源” 本身的理解

为前提， 因此在写作相关论文的过程中

已对这一范畴进行了那不么体系化的阐

述， 奠定了我对法源理论的基本想法。

2020 年底， 北大张翔教授邀请我

参加第四届“中国宪法学青年论坛”

（主题为 “宪法渊源”） 并作主题发言。

乘着这个机会， 我利用寒假期间完成了

一篇十万余字的长论文， 系统地阐述了

自己对法的渊源这一范畴的观点。 论文

主题分作三个依次推进的问题： 法源理

论究竟要做什么？ 法的渊源究竟是什么

意思？ 在此基础上， 宪法渊源当如何理

解？ 在 2021 年 7 月于兰州展开的会议

上作报告并听取了与会同仁的批评建议

后， 对论文作了一定修订， 由此形成了

眼前的这本小书。 在此特别感谢张翔教

授， 以及论坛评议人李忠夏、 刘练军、

陈鹏、 赵谦、 冯威诸位学友！ 论文后被

分作几个部分， 发表于 《中国社会科

学》 《法学评论》 《清华法学》 《河北法

学》 和 《东南法学》， 在此也衷心感谢李

树民、 秦前红、 黄明涛、 徐雨衡、 何海

波、 冯兆蕙、 刘练军等师友的襄助和提供

的宝贵建议。

此外， 虽然在本书正文相关处已对习

惯的法源地位有所涉猎， 但出于聚焦主线

的考虑和篇幅所限， 论述不够详尽。 习惯

法和习惯的法源地位有复杂的演变过程，

为了更系统地向读者揭明其“前因后果”，

本书在“附录” 中收录了早年间完成的

“习惯作为法源 ———以 《民法典》 第

十条为出发点” 一文。 在此同样要感谢

《环球法律评论》 编辑部的支振锋和田夫

两位学友！

“法的渊源” 是一个在学界理解分歧

非常大的概念。 我无法担保自己的观点就

一定是最可靠的， 也无法确保今后自己的

想法不会发生改变。 但本书至少提供了一

种新的思考方向。 如果能在学界对这一主

题沉寂多年之后由此引发一定的关注和讨

论，我想也就达到了最初的目的。 当然，作

者其实更想借此契机号召重新开启对法学

基本范畴的研究， 由此在新的历史时代赓

续“法理论”或者说“一般法学说”的传统。

当我们讨论法的渊源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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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非关于 “政治与法

律” 的交叉学科刊物。 编者关

心的不是学科， 而是问题———

一方面希望从政治哲学的整全

视角思考法律， 从而在技术化

的时代恢复对政治问题的严肃

讨论， 以对在全球化时代下的

中国命运进行尝试性解读； 另

一方面， 更希望通过法律与公

共政策的视角， 激活法学专业

内部的互相对话， 克服目前部

门法中遮蔽政治思考的专业化

倾向， 把专业化的思考和政治

思考结合起来。

本书研究内容如 下 ：1.

推进垃圾能源项目引发邻避运

动的背景： 经济背景及公众心

理入手， 总结我国应对环境邻

避事件的路径， 强调运用法律

手段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 2.

应对环境邻避危机的法律现

状： 目前建设垃圾焚烧厂等垃

圾能源项目及其引发的环境邻

避危机， 总体上涉及多项法律

法规。 全面分析现有法律法规

在解决环境邻避危机中的适

用、效果，以及未来进行公共项

目建设专项立法的必要性。

本书从医患关系、 医疗

纠纷的预防入手，以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中 “以患者为中心”

的管理理念为指导，以患者满

意度和投诉理论为基础，依据

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以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医疗

机构投诉管理的实践经验，尤

其是对医疗质量安全、医疗风

险等相关的投诉案件、行政处

理案例、司法诉讼案件的医疗

投诉进行剖析、归纳，提炼出

具有借鉴意义的医疗投诉管

理经验。

《医疗投诉管理实务》《大国崛起与国际法教育》
《垃圾能源项目中邻避危机的

法律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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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渊源” 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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