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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名称的功能定位及设置优化

刘 风 景*

摘 要:法律名称是以简练的文字将法律的核心、主旨凸现出来的标题,作为法律文本的要

件,它是一种包括制定主体、效力范围(人、地域、时间、空间)、表现形式、效力位阶、调整手段等因

素的复合专名。法律名称的设置,应兼顾全面性与概括性、表征性与辖制性、个殊性与体系性、技

术性与价值性、文本性与应用性、稳定性与发展性等多方面的功能。当前,我国法律名称的设置

存在着立法目标定位偏差、使用语境偏离错移、立法形式杂乱失范、法条引用烦琐累赘等问题。
法律名称的设置伴随着整个立法过程始终,是一个由多环节构成的立法决策链,必须与整个法律

文本一道,充分利用法律制定的程序性机制,在每个环节把好关。法律名称的设置是立法技术规

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来编制立法技术规范时应将法律名称的设置技术纳入其中。
关键词:法律名称  良法  法律文本  立法技术规范

法律名称是成文法的要素,是用以识别某一法律文本的专属名词。法律名称是我国法律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进行研究,具有认知、交流、实践、建构等作用。令人遗憾的是,人们还没

有充分认识到法律名称问题的重要性,迄今尚无关于法律名称的系统学问。① 从立法学的角度

看,科学的法律名称是良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法学问题。首先,看似细枝

末节,实则意义重大。从表面上看,法律名称好像只是一个法律的细节问题,实则发挥着“四两拨

千斤”的支点作用。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要法源的国家,法律名称问题尤其重要。法律名称特别

引人注意,读者最先接触的是法律名称,它有时似乎比正文内容更重要。对法律名称进行研究,
揭示出它的结构与功能,是对之进行有效设置和合理运用的逻辑前提。其次,既是静态文本,也
是动态机制。法律名称最终呈现为法律文本的一个构件,同时,法律名称的设置并非一蹴而就的

简单活动,而是伴随着从立法选项、法律案提出、法律案审议、法律案表决和通过、公布法等整个

立法过程,呈现为一环扣一环接续推进的程序性机制。再次,既是理论话题,也是实践理性。“如

·731·

*

①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3ZDA134)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



果把握了对象的名称,就可以直接操纵对象。”①法律名称涉及法律的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

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同时,法律名称的设置系立法活动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必须置于具体立法

情境的实践性话题。关注立法实践,有助于理解法律名称应该如何被恰当地设置。在立法实践

中,法律名称的设置是争议较大的棘手问题,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草案说明、修改情况汇报、

审议结果报告等立法资料之中,有着丰富的素材。② 这些立法资料都是宝贵的学术富矿,需要深

入挖掘、充分利用。这些立法资料也记载着我国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过程中的艰辛探索和智慧选择,是讲好中国立法故事的生动素材。因此,对法律名称

做专门研究,探究法律名称的实质,把握法律名称的使用状况,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改进

法律名称设置的建议,可以丰富法学的知识体系,增强法学理论服务于法治实践的能力。

一、法律名称的基本涵义

关于法律名称,绝大多数的立法学体系书或者相关学术论文,都给出各自的定义。③ 周旺生

认为,法律名称作为法的结构的第一层次、是法律文本的要件。④ 李培传认为,法律名称是指每

一部法律法规的称谓。法律名称反映出法的调整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被称为法律名称要

素。⑤ 徐向华认为,法律名称是立法文件的标题,它不仅是法的显性外部符号,而且是法的外部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高度概括法的基本内容、空间效力范围和效力等级。⑥ 学者们的定

义,大致揭示出法律名称的涵义、种类、结构、功能、设置等基本问题,奠定了该领域研究的理论基

础,但仍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理论空间。

第一,法律文本的标题。法律名称就是法律的标题,它包含着一部法律的核心概念,是对法

律内容的提炼概括,用以载明法律主旨。法律名称是法律的要素,缺少名称的法律难言法律。在

世界各国的法律文本中,基于立法者的不同选择,法律名称的功能与设置技术差别较大,但都是

法律不可缺少的成分。法律名称的科学设置,是整个法律文本质量的重要指标。法律名称是法

律内容的浓缩、抽象,法律名称的设置状况对认识法律的属性、内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法律名称是促使许多法律行为实施的动因。法律名称问题并非无谓的文字游戏,它具有明显的

实践性、操作性,是为完善立法、推进执法、保证司法、自觉守法而设置的。

第二,法律文本的构件。法律名称,也称法律标题,尽管凝练概括、表述简约,但它也是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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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分构成的词组,往往能体现出立法机关、法律调整范围、作用机制、法律位阶和文本形式等重

要信息,也是一个包含着多种成分的复杂结构。法律名称关系到法律制度的构成与运作,是影响

立法质量的重要因素。法律名称包括制定主体、效力范围(人、地域、时间、空间)、表现形式、效力

位阶、调整手段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地位作用、出现频率差别很大。按照重要性的程度,在法律名

称的各种元素之中,要素最为重要,常素次之,最后是偶素。

有的元素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要素是相对于法律名称而言的,按照确定方式联结起成系统

的、必须具备的单元。关于法律名称的要素,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法律名称包

括地域范围、内容范围和效力等级。① 这种观点只提及涉及法的效力范围四维度中的地域范围

与内容范围两个方面,没有对人、时间两个维度,列举并不全面。也有学者认为,法律名称由三个

要件组成,即法律的适用范围、调整对象和效力等级。② 这种观点也不正确,理由是法律的适用

范围与调整对象之间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前者包含后者,将两者并列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在考虑法律名称的构成因素时,存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例如,《反分裂国家法》的名称,只有法的

形式和事项。从法的形式角度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当中,以“法”这一表现形式

居多,此外,还有“法典”“基本法”“条例”“规则”“总则”和“通则”等表现形式。对于一个庞大的法

律体系而言,名称中的表现形式可以用来确定法律的效力位阶。法的效力范围包括空间、时间、

事项、人四个维度,它们在法律名称中不可能同时出现,但四个维度中至少要有一个。在法律名

称的构成因素之中,法律形式与法律效力范围(至少一维),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有的元素是屡屡出场的常素。常素是法律名称在某些情况下所具有的因素,但它并非不可

或缺的组分。“如果法案客体的实施手段似乎是不一般的或是值得注意的,标题应该提及这些手

段。”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等法律的标题不同,许多法律标题包含“促进”“管理”“保障”“防治”等
词语,体现出立法者的基本态度及欲采用的法律手段。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制定过程中,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法律名称中增加“保护”二字,修改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法”,以突出立法目的。立法机关考虑到本法名称涵盖了保存、保护两方面的内容,故不作

修改。④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也不能归为要素,只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常素。例如,《反分

裂国家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等法律的名称中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有的元素是鲜有露面的偶素。在法律名称中,像“试行”“暂行”之类的成分出现的概率不高,

可看作偶素。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6年计划制定国营企业破产法,但鉴于当时出台正式立法

的条件不成熟,故将法律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破产法(试行)》。⑤ 这里的“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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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在法律名称之中的。法律名称中有“通则”字样的,在我国仅1986年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例,201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后,在现行法律之中就不存在“通则”字样的法律名称。

第三,结构特殊的复合专名。有些名称是专有的,只为某一对象所特有;还有一些则是为许

多东西所共有的。按照结构,可以把专名进一步划分为简单专名与复合专名。简单专名是指专

名不能再被分成有意义的词,如上海、柏拉图、麦当劳等。复合专名则由简单专名或有意义的词

组成,它本身可以再被分解,如华东政法大学、谢尔顿酒店、鸦片战争等。① 法律名称是一种特殊

的名称,都属于复合专名,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名称中,“密码”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对

象,具有特指性、单独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是一个种类的事物,具有类别性、集合性。

综上,所谓法律名称是以简练的文字把法律的核心、主旨凸现出来的简短语句,作为法律文

本的要件,它是一种包括制定主体、效力范围(人、地域、时间、空间)、表现形式、效力位阶、调整手

段等因素的复合专名。

二、法律名称的功能定位

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事物的命名,孔子把“正名”看作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论语·子路》

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

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法律名称担负着越发重要的职能。法律名称

的功能定位并非是或否的简单选择,而是需要在多元乃至矛盾的诸多选项之间,审慎地作出“既
要……又要……”的选择,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法律名称的设置,应当处理好多种复杂关系,

兼顾全面性与概括性、表征性与辖制性、个殊性与体系性、技术性与价值性、文本性与应用性、稳
定性与发展性。

第一,全面性与概括性的统一。名称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产物,它既需要完整表达法律的内

容,又需要言简意赅、把握关键。“要全面体现法令内容,名称就会变得很长。特别是对于临时

性、特殊性的事制定的法令,多出现此问题。其原因是由其性质所限,很难简单概括其内容。除

了以上这些情况出于无奈之外,名称应尽量做到简洁。否则,其他法令引用时就会非常麻烦。”②

法律名称是对法律内容的表达,应做到题文一致、名副其实。但是,法律名称与法律内容不能等

同,前者是对后者旨意的高度凝练、精准表述。例如,对于商标法的名称,有人主张改为商标和其

他标志法,理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商标外,各种具有财产利益的其

他新型商业标记也应予以立法保护。商标一词难以涵盖所有的商业标志,应将法律名称改为具

有可延伸性的商标和其他标志法。③ 这种称名方法固然有名副其实的优点,但缺点是过于烦琐,

两相比较权衡,商标法的名称更为可取。

同时,在我国,法律名称中无“等”或“其他”等字眼。客观地讲,制定法标题中出现“等”“其
他”有利也有弊,其益处是,对于横跨不同法域,包含了性质不同的多方面内容的法律,在名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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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等”字,提醒人们注意该法律的多重属性,减少错误解读;其弊端是,烦琐累赘,而以法律的

主旨来确定其名称,去掉“等”字,可使法律名称更加精练。理性地看,任何法律名称都不可能准

确地表征法律的所有内容,只要揭示出其核心关键即可,因此权衡利弊,法律名称之中最好不出

现“等”“其他”。
第二,表征性与辖制性的统一。法律名称是表达法律文本内容的形式,对法律文本基本属性

的正确把握,是科学命名的必要前提。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制定过程

中,法律名称与调整对象的关系一直是立法机关颇为关注的重要问题。2006年6月24日在第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有关方面所作的起草说明提到,在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

规划中该法原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认为,法律名称应当与调

整对象一致,因此将本法名称确定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① 2006年8月22日在第十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有关方面又就该法草案修改时涉及的名称争议作出说明:
“为了使本法所调整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其他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区别,做到

名副其实,法律委员会建议将本法的名称修改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② 由是可知,立法机关

只有把握法律的本质和运行规律,即“知实”,才能正确地选择法律的名称,有效地“制名”。
法律名称与权利义务之间,前者属于形式范畴,主要用于内容的表达;同时,法律名称又对法

律内容的表达予以控制。法律名称服务于法律内容,而又对法律内容产生重要的反作用。法律

名称既是法律内容的表现形式,也对法律内容划出界线,防止规定内容溢出法律名称词义所蕴含

的合理范围。“法案的标题应该明确地表述该法案已将自己限制在一个单一的主题之中。”③一

部法案只能涵盖一个独立的主题,这个主题必须通过法律名称清晰地表达出来。例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煤炭法》就意味着该法律调整的只是从事煤炭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将石油、原子能、太
阳能、风能等其他类型能源的生产、经营活动排除在该法律调整范围之外。

第三,个殊性与体系性的统一。名称作为法律的符号,具有指代的功能,法律文本的主要内

容可在标题中体现出来。法律名称包含着形式和实质的诸多要素,由此,人们根据名称即可识别

出法律的主要内容、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等信息。名称会给法律赋予个性色彩,可以有效地区分

出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在法律体系内部,可以区分出此类法与彼类法、此法与彼法,提高法律的

辨识度。截至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法律有300件,数量如

此之众的法律,如果不通过法律名称等方式予以区分,那么必然会产生诸法混同。在各有分工、
相互配合、层次分明的法律体系中,各个法律的制定主体、调整对象、效力等级都不相同,这种差

别在法律名称中就可体现出来。
在只有单独一部法律时,名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面对由多部法律构成的法律体系时,就

需要通过名称区分不同的法律,确定某一法律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体现该法律与其他法律的关

·141·

法律名称的功能定位及设置优化

①

②

③

参见李春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的说明———2006年6月24日在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

第8号。

李重庵:《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2006年8月22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8号。
[美]罗伯特·B.赛德曼编著:《立法服务手册》,赵庆培、杨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系。一部法律名称的设置是否合理,只有将其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才能予以准确的认识和判

断。高质量的法律名称既需要清晰地区分出此类法与彼类法、此法与彼法,也需要表明此法与其

他法律之间的职能对接、互助合作关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起草说明的

“关于本法的名称”部分提到:“采用这一法律名称,也有利于处理清洁生产立法与有关环境法之

间的关系”。① 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的说明,专设“本法的名称及立法

宗旨”部分,重点说明该法名称与其他法律的联系:民办教育促进法作为教育法的配套法律,不需

要面面俱到。“由于民办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比重偏小,需要我们采取积极政策和措施来推动

它的发展,草案名称为民办教育促进法,把重点放在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上。”②

第四,技术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有学者认为:“法律命名本质上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③该

观点将法律名称的本质归结为立法技术,有待商榷。实际上,法律名称不仅是立法技术问题,而
且与立法价值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关于证券法的名称,在立法过程中曾考虑过三种方案:
证券管理法、证券交易法、证券法。使用证券管理法的名称过于偏重政府管理,带有明显的计划

经济色彩。使用证券交易法的名称,又与公司法调整范围相重复。考虑到证券基本法是调整证

券发行和证券交易的法律,遂选择证券法的名称。④ 又如,食品卫生法的名称调整为食品安全

法,也是立法理念转变的结果。这部法律名称原来一直用“食品卫生”,后来替换为“食品安全”,
这体现了我们立法理念、监管方式的深刻变革。食品卫生侧重于食物的表面和它的外部表象,而
食品安全则注重食物内在的安全性因素。为此,我们的监管体制、监管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要
从以前习惯地注重事前审批许可转变为以食品安全为基准,进行生产和监管的食品安全监控体

系。⑤ 法律名称总揽整个法律文本,与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基本原则乃至具体条款,都有着紧密

的联系,为立法提供价值指引。法律名称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可为立法活动指明方向,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立法机关根据什么思想、理论立法和立什么性质的法律。
第五,文本性与应用性的统一。一方面,法律名称是法律文本的组成部分,以语言文字的形

式体现出来,具有规范性。“文字不仅是人们用以相互传达饶有兴味的思想,而且也是诱使行动

的一种力量的标记或符号。”⑥语言的运用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策略,作为语言重要形式的

法律名称,对法律创制和法律运用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形塑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法律名称是

法律文本的构成要件,法律名称的设置也是立法活动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法律名称即是法律

的符号,可被直接引用。《荀子·正名》曰:“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

一焉。”好的法律名称可使司法者和守法者了解法的性质、内容和效力等级,把握法律与自己的工

作、生活有何种关系,增强执法、司法和守法的主动性、自觉性。“标题旨在通过帮助使用者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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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草案)>的说明———2002年4月2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年第4号。

汪家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的说明———2002年6月24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3年第1号。

刘怡达:《法律名称的要素、功能与确定方法———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载陈金钊、谢晖主

编:《法律方法》(第39卷),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第160页。

参见周友苏:《我国证券立法中若干争议问题》,《财经科学》1999年第2期。

参见李援:《立法者讲话:李援释法报告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页。
[美]约翰·R.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寿勉成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20页。



立法来节约其时间。”①法律名称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提供高效的手段来查寻和引用立法文本。法

律名称的设置,不能止于法律文本的形成,更要充分考虑到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引用法律的便利。

第六,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荀子》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

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宜。”某个客观对象用什么名去反映、指称,一开

始并不是固定的。名是历史的产物,对什么实就用什么名,什么名代表什么实,并非原初就是固

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法律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例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草案)>的说明》提到,“多年来,我国土地一直实行承包经营制度和承包土地的合同管

理,农村土地承包的提法已为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接受,如采用使用权的概念容易引起农民的误

解。而且,草案根据实践经验和物权化的要求,对家庭承包规定了如前所述的一些具有物权性质

的内容。所以,草案现有名称是合适的”。② 再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修订时,有
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将‘残疾人保障法’的名称修改为‘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即增加“权益”二
字,以此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立法的名称保持一致。立法机关经过权衡后

认为,残疾人保障法已经实施多年,“本法的名称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建议对法的名称不作修

改”。③ 可以说,法律名称是法律的组成部分,法律名称的稳定性也是法律稳定性的题中之义。
特别是在法律修改时,如果法律名称对法律内容的表述、理解没有产生严重的误导,那么不应随

意变动。同时,法律名称也不是绝对不变的,在极不合理的情形下,也可以予以变动。法律是由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法律及其名称也会随之而变动。例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删除原法名称中的‘环境’二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④

总之,法律名称具有诸多功能。只有知晓法律名称的主要功能,才能有效地设置、利用法律

名称。对法律名称功能的准确定位是法律名称设置的前提条件。

三、法律名称的实践检视

法律名称通常是由两个以上词语结合而成的词组,它有着自身的语法规则和规范要求,但判

断法律名称是否成功的关键还是法治实践。“一个词怎样起作用,猜是猜不出来的。必须审视它

的用法,从中学习。”⑤对法律命名质量的评价,关键是通过具体的法律创制、法律施行状况来进

行判断。在我国法律名称的设置实践中,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价值目标的定位偏差。法律名称的价值,是它能够实现形成良法需要的有益品行。法

律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殊的社会需要,法律不能与之相违

·341·

法律名称的功能定位及设置优化

①

②

③

④

⑤

[英]海伦·赞塔基:《立法起草:规制的艺术与技术》,姜孝贤译,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81页。

柳随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说明———2001年6月2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年第5号。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8年第4号。

高虎城:《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说明———2021年8月1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2年第1号。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背。如果法律名称不契合时代的主题和核心价值观,那么就会有损对权利义务内容的准确表达。

例如,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名称,有学者认为该名称过于强硬,容易使人联想到

“高权行政”“管制行政”。法律名称中出现“强制”一词未必合适。① 学者们的担忧是,在人民当

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名称中的“强制”与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并不完全契合,没有充分体现出该法的立法目的。

第二,使用语境的偏离错位。自近代以来,我国从域外引进了一批包含新词语的法律。这些

法律中的新词语主要是外来词。② 许多法律语言,包括法律名称,在移植过程中,与我国的实际

生活结合不够紧密,存有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的印记。例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
名称,郑成思指出:“在汉语习惯中,文字作品之外的创作成果,很难称为‘著作’,而文字作品在

‘著作’权法中只占受保护内容的1/9。该法名称为‘著作’权法之不妥,是十分明显的”。③ “著作

权”“物权”均是日本法中使用的汉字原文。我国近代以来的很多法律具有非自源性特征,许多法

律制度、法律概念都是舶来品。例如,社区矫正法的名称也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社区矫正”

是由“CommunityCorrections”一词移植来的。将“Corrections”翻译为“矫正”,遗漏了惩罚犯罪

人的重要内容。④ “社区矫正”只表达了社区矫正法的部分内容,而与该法的实质、主要内容并不

相符。脱离民众生活现实的法律术语的输入、法律文本的移植,容易成为无根的水上浮萍,难以

对接受国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无法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第三,立法形式的杂乱失范。从立法技术规范的角度看,现有的法律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着杂乱无序现象。(1)名称杂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名称就有法、规定、决定、条
例、规则、办法、法典、决议等多种。法律名称杂乱无序,既影响立法质量的提升,又影响人们对法

律的准确识别与准确运用。(2)一名多用。在现行有效法律体系中,冠名“条例”的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0年通过、2004年修正)、《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88年通过、

1994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

衔条例》(1992年通过、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衔条例》(2003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2018年)等多部法律。实际上,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名称为“条例”

的,也很多。由此可见,“条例”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所共同使用,容易造成彼此混淆、误
认错用。(3)成分殊异。绝大部分的法律名称中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但有的法律名称

则没有出现,做法不统一。例如,在军事法中,有的法律名称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有的法律名称中则没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这些与军事关系密切

的法律,为何有的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又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理由并不明确。(4)

名不副实。法律名称应当表达出法律的核心内容,否则就背离命名的基本规则。例如,《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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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郎佩娟:《<行政强制法>制定的若干问题及其评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参见崔军民:《萌芽期的现代法律新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参见郑成思:《关于法律用语、法律名称的建议》,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4辑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16页。

参见刘强:《对“社区矫正”法律名称的商榷》,《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9年第4期。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不是保护苍蝇、老
鼠、蚊子、蟑螂等所有野生动物的。该法关于“野生动物”的界定,人为斧凿的痕迹明显,其语义范

围明显窄于日常语言。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名称,也存在文不对题的问

题。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是规范特定物质资源的利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则和措施只是其

一小部分内容。其更为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法”。①

第四,法条引用的烦琐累赘。法律的制定就是为了实际运用,实效性、便利性是良法的题中

之义,方便引用是法律名称设置的重要判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的《立法

工作手册(试行)》规定,具体指明适用某部法律的,表述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XX法》

的规定”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XX法》……的规定”。概括适用其他法律、法规的,表
述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XX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适用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这种基于立法者立场的方案设计,与法律适用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对此,有
学者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绝大部分法律,均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造成法律

名称过长,严重影响了法律的适用。② 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不便的问题,法院裁判文书往往使用法

律的简称,而这又引发新的问题。《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要求:引用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应书写全称并加书名号;法律全称太长的,也可以简称,简称不使用书名号。在法院裁判文

书中,法律简称的使用比较混乱;③第一次出现的法律名称虽系简称但没有标注,④等等。法院裁

判文书中出现的法律名称使用混乱情况,固然与法院裁判文书管理制度不完善、法官素质不高等

原因有关,但是也与法律名称设置不合理导致的使用麻烦有很大关系。

在逻辑上,发现法律名称设置的问题与不足,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必要前提。马克思指出:“法
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⑤通过揭示目前法律名称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成因进行分

析,我们能在立法实践中切实提高法律名称的设置水平。

四、法律名称的设置优化

法律名称的设置,一方面是整个法律文本制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脱离整个立法而独

自进行;另一方面,也有其相对独立性,有其特殊的要求。在立法程序方面,应实施严格的全过程

管理,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不出纰漏;在表述技术方面,应在严格遵循立法技术规范的基础上,

针对比较棘手的难点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强化立法程序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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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延军:《立法是促进循环经济还是规范物质利用———以修订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为视角》,《政治与

法律》2017年第8期。

参见申海平、韩冰:《我国法律名称不宜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法治论丛》2006年第5期。

参见《甘肃居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庆阳市太一热力有限公司、李昕军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载最高人民

法院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27~338页。

参见《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唐山市昌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0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法律名称的设置伴随着整个立法过程始终,体现在从立法选项、法律案提出、法律案审议、法
律案表决和通过、公布法等立法全过程之中。直至法律正式通过之前,法律名称都有被调整修改

的可能,可以说,法律名称的设置是一个由多环节构成的立法决策链。法律名称的设置,必须与

整个法律文本一道,充分利用法律制定的程序性机制,在每个环节把好关,提升立法质量。

第一,在立法选项环节,形成大致合理的雏形。立法规划、立法计划等立法选项机制,是立法

过程的初始环节。立法选项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律规范体系整体质量的优劣。在立法

选项阶段,好的法律名称,应当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立法需求,提高法案的社会关注度。我国

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划形式明确列举一个个拟制定法律的名称,形成未来五年立法工作的宏观

愿景和总体安排。在立法选项环节,成功的法律名称,能够唤起公众的立法热情,整合各种社会

资源,加快立法进程,从而为接下来的立法程序展开奠定基础,推进法案的最终通过。

第二,在法案起草环节,仔细推敲具体的称谓。在漫长的立法过程中,法案起草是一个重要

环节,需要先确定标题,再拟订提纲,然后编制条文,最后形成法律文本草稿。接下来,才能有审

议、表决、通过、公布等环节。“标题可能是最早被写出来的———对起草者来说这就是主题。但是

当知道草案的所有内容以及所有制定法条的数目时,标题可能会被重写,这些内容将来可能会被

修改,也可能会被取消,但无论发生了什么,这些内容都将被涵括在草稿中。”①例如,2002年8
月,监督法草案提请初次审议,经过认真推敲,法律名称最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并于2006年8月27日获得通过。② 法案起草包括法律名称的提炼与

表述,高质量的法律草案一定包含着科学的法律名称。

第三,在立法论证环节,进行充分细致的说理。法律名称的设置,是立法论证的重要内容。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名称是在充分考虑立法目的和立法内容

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立法论证而最终审慎地确定下来的。该法的名称原为“初级卫生保健法”
“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和“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机关后来将名称改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其理由是该法不仅包括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还应充分体现大卫生、大健

康以及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新理念。充分发挥法律在引领、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保障健

康中国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③ 该法制定过程中关于名称的立法论证,审慎仔细充分,是一个成

功的立法例,包含着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第四,在法案审议环节通过对话来讨论实际的表述。法案审议,是由有权机关决定法案是否

列入议事日程、如何加以修改的专门活动。法律名称也是法案审议的重要内容。“标题还必须诚

实,而且能为草案获得某种程度的支持,它不应该引发任何质疑或担心,草案的实效不应包含任

何潜在的负面效果。”④名不副实、张冠李戴的法律名称,是违反立法诚实义务的不良行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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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杰克·戴维斯:《立法法律与程序》,姜廷惠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53页。

参见乔晓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6年8月22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7号。

参见柳斌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的说明———2017年12月22日在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0年第1号。
[美]杰克·戴维斯:《立法法律与程序》,姜廷惠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53页。



严格的立法审议,可防止出现错名、劣名。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审议过程中,有人

建议将法律名称修改为传统医药法,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使用了“发展现代医

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表述。但是立法机关认为:“中医药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如果法律名

称叫‘传统医药法’,则难以体现中医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创新的要求”,①因此仍取中

医药法的名称。可以说,只有对法律名称进行严格的审议把关,才能保证设置质量。

第五,在表决通过环节,法律名称是法案能否通过的关键。表决是对法案作出的赞成与否的

具有决定意义的决策机制。法律名称是法律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质量高下,是立法质量的

重要衡量指标,也是法案能否获得通过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为了防止法律名称被整个法律文

本淹没、忽视,可以考虑将法律名称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44条

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重要条款单独表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作为重要议题并进行单独表决,根据

法律名称的单独表决情况,决定是否将整个法律文本草案交付表决,或者决定暂不付表决。

第六,在法律清理环节,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瑕疵。法律名称能否准确表达法律内容,是
衡量一部法律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法律名称的功能在于提醒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注意到法

案的内容,如果名称偏离法律内容就会形成严重的误导,违背立法者的诚实义务。法律名称是法

律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置状况是立法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在西方国家,法律名称不适

当可能是法律被作出违宪判断的重要理由。“撰写标题必须非常认真细致,因为任何误导性的或

者不完美的标题都可能让法官宣告法律或者其内容的一部分是无效的。”②在我国,法律名称也

应该成为法律清理的重要对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对法律名称进行严格审查,如果发现名

不副实、表述烦琐、目标偏离等法律名称设置的严重问题,那么就需要加以修改、补充或废止。
(二)改进法律名称表述技术

2023年3月新修改的《立法法》第65条第4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编制立法技术规范。”法律名称的设置是立法技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置是一项专业

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将来编制立法技术规范时,应将法律名称的设置技术纳入其中。例

如,法律名称不要用“等”或“等等”这类词而避开法案主题的表述;法案的标题应该表述该法案的

对象,有时也可表述实施该法律的手段;高度重视法律文件简称的使用。法律名称的设置除了遵

循一般性规则外,还要解决好几个突出问题。

第一,弃用“条例”名称。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条例”名称的使用非常广泛,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法规、军事法规的名称都有使用“条例”的情形。如果法律和行政

法规均可在名称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条例”的字样,那么就很难根据名称来区分这两类

不同的法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在努力改变法律名称不规范的问题。例如,以学位法替

代学位条例,解决“法律名称不够规范”的问题。③ 接下来,需要加快对名为“条例”的其他法律的

更名工作。

第二,添加“基本”二字。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基本法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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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涵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8页。
[美]杰克·戴维斯:《立法法律与程序》,姜廷惠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53页。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2号。



位重要、作用突出,应当在法律名称中标识出来;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不能使用“基本法”命
名。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7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在提交审议时的草案

名称是“农业基本法”,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时认为,以“基本法”命名的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

制定,这有碍于法律尽早出台,于是删去了“基本”二字。① 由此可见,立法机关对法律名称中“基
本”的使用是非常慎重的。一部法律如果属于基本法律,为突出其重要地位,明确与其他法律之

间的界线,全国人大的立法可以考虑在法律名称中加上“基本”二字。
第三,考量是否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学者主张,法律名称不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利于对法律进行识别和检索;有利于对法律进行准确的分类汇编;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法律的

命名做法一致。② 在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时,有的代表提出,为什么草案的名称没有冠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委员会解释说,按照我国的立法惯例,法律名称前都是冠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反分裂国家法(草案)》在形成过程中,也曾考虑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国家法

(草案)的名称。经反复慎重研究,草案的名称未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
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本法作为对台特别立法,法名

中不冠国名,有利于争取广大台湾同胞的理解、支持。二是这部法律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签署公布的,法名中不冠国名,并不影响本法的地位、性质

和实质内容。③ 因此,就法律名称是否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这一问题,建议从国家主权、
法律引用、立法习惯、技术规范等方面进行综合研判,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第四,建议使用人名。在中外法律制度史上,有许多法律名称是与特定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

起来的。有因制定者或编纂者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查士丁尼法典》《拿破仑民法典》,也有因

建议者而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塔夫脱—哈特莱法》,还有因受害者而得名的《詹姆斯·小

伯特歧视犯罪法》。“法律、制度总是因人们的需要而产生,可也并不是说来就来的简单之举,于
其背后必须要有紧迫的事由和认真的思考,甚至往往存在血与泪的凝聚。从这种意义上说,应该

给法律和制度起个有意义的名字,让人们从中体味并记住其中的特殊含义,甚至一提起它可以讲

出一段让人难忘的故事。”④法律使用人名,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容易为人所注意。“法的诞生

与人的降生一样,一般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无辛苦则国民无从获得法。国民必须为法而角

逐、斗争、流血。这一事实把国民与法内在地紧密联结。”⑤可以说,只有通过人生经历养成的法

治理念、法律情感,才是有根基、历久不变的,才能使社会成员真正做到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
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往往与某个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个人名字来命名法律,
自然地会强化公众对那段不平凡历史的记忆,培育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信仰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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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项淳一:《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3年

6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1993年第4号。

参见申海平、韩冰:《我国法律名称不宜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法治论丛》2006年第5期。
《岁月留痕:吴邦国工作纪事》编写组编著:《岁月留痕:吴邦国工作纪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5~

326页。

史彤彪:《关于法律和制度名称的片想》,《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3期。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五、结 语

对法律名称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发展立法学的知识体系。对法律名称性质与功

能的揭示,不仅具有“是什么”的认知价值,而且具有“怎么做”的实践功能。法律名称是法律的标

题,是法律文本的要件。法律名称的设置伴随着从立法选项、法律案提出、法律案审议、法律案表

决和通过、公布法等立法全过程,只有在每个环节上都仔细推敲、精益求精,才能设置出一个好的

法律名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

意见》明确提出,适应法治建设新要求,加强立法学等学科建设。法律名称的设置是一种立法活

动,高质量的法律名称是良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法律名称设置的原理与技术也是立法学的重

要内容。法律名称既是整个法律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其相对独立性,在立法技术、设置程

序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从法学研究的角度看,将法律名称作为分析的主题,凸显其重要价

值,可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提升法律名称研究的学术水平,为立法决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Abstract:Thetitleofthelegalnameisatitlethathighlightsthecoreandmainthemeofthe
lawinconcisewords,asalegaltextelements,Itisacompoundpropernameincludingthesub-

jectofformulation,thescopeofeffectiveness(people,region,time,space),theformofex-

pression,thelevelofeffectiveness,themeansofadjustmentandotherfactors.Thesettingofle-

galnamesshouldtakeintoaccountmanyfunctions,suchascomprehensivenessandgenerality,

characterizationandcontrol,individualityandsystem,technicalityandvalue,textualityandap-

plication,stabilityanddevelopment.Currently,therearesomeproblemsinourcountry’slegal
namessetting,suchasthedeviationofvaluetarget,thedeviationofusecontext,thedisorderly
andirregularformoflegislation,andthecumbersomequotingoflawarticles.Thesettingofle-

galnamesisaccompaniedbythewholelegislativeprocess,whichisalegislativedecision-mak-
ingchaincomposedofmultiplelinks.Togetherwiththewholelegaltext,wemustmakefulluse
oftheproceduralmechanismoflawformulationandmakegooddecisionsineachlink.Theset-
tingoflegalnamesisanimportantpartoflegislativetechnicalspecifications,andthetechnique
ofsettinglegalnamesshouldbeincludedinthecompilationoflegislativetechnicalspecifications
inthefuture.

KeyWords:legalname,agoodlaw,legaltext,legislativetechnical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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