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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轩谈生物安全法治的价值体系———

呈现“正义—秩序—效率”的三元价值结构

  中国政法大学于文轩在《法学评论》2025年第3期上发表
题为《论生物安全法治的理念基础及其规范表达》的文章中
指出：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生物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现代生物技术
滥用、生物海盗、外来物种入侵、重大突发传染病等对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构成愈发严重的威胁，“生物安全”的内涵亦经历了从
实验室生物防护等狭义生物安全到广义生物安全的重大发展。
为此，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成
为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随着现代技术的迅速迭代和不断发展，无处不在的风险构
成了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风险社会成为诠释现代社会的重要
范式，也成为生物安全法治的重要场域。生物安全问题的风险属
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生物安
全法治在认识论上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基础，在方法论上以生
态整体主义为进路。生态整体主义理念以系统整体观为方法论
指引，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于生命共同体范畴之内，并基于此
推进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生态整体主义要求在应对生物安
全问题中重视生物因子与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及相互影响，协同治理是生态整体主义在生物安全法治中的具
体表现。
  生物安全法治的价值体系呈现“正义—秩序—效率”的三
元价值结构。其中，正义价值是生物安全法治的最高价值追
求，以权益保护为载体，包括自由和平等的侧面。秩序价值是
实现生物安全正义的重要保障，以安全为核心，包括安全性和
可预见性的侧面。两者共同构成效率价值的前提，只有在满足
正义价值和秩序价值的基础上方可实现合目的的效率价值追
求。效率价值旨在实现与生物因子利用相关的利益协调，包括
符合正当目的、全面均衡发展、重视条件约束、关注隐性因素
四个方面。
  法治原则是法治的基本要素。它以法治理念为基本前提，既
源于法治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又对法治实践发挥重要的指导功
能。生物安全法治原则遵循理念与价值指引，包括风险预防原
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全程管理原则。其中，风险预防原则是生物
安全法治原则体系的核心，系生物安全法治的构成性原则；以人
为本原则和全程管理原则分别构成生物安全法治的目标性原则
和手段性原则。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 《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编写组

  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了维护
世界和平发展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国家意志，彰
显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宪法力量。

  一、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

  我国宪法向世界宣告并承诺，中国始终不渝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
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中国坚
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
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尊重
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
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
对搞双重标准。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
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
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成为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
征程中，创立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
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
  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
求的崇高目标和共同价值。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公
平正义还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
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
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
办。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
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
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
展。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适应国际
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体现各方
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支持广
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正义斗争，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国宪法向世界宣告并承诺，中国始终不渝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2018年
宪法修正案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体现
了中国致力于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
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
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
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
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

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
共赢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写入
宪法，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的真诚愿望。中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坚定意志
和顽强斗争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
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
平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
化，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
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
题。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
方向发展。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
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要坚持在法
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
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如何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
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中
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2018年
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
宪法，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
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把我们生于

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中
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共
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
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
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
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
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定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
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坚持大小
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加快推进涉外法
治体系建设。深入贯彻宪法关于“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
法治和涉外法治，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加快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
协同格局。我国宪法、对外关系法以及其他法律
法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
的制度基础和法治保障。

（文章节选自《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  

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外交政策

真实再现“民商法私塾”读书会
《民商法私塾：〈法律行为论〉读书会问答》序言

□ 杨代雄

  研究生培养是一项复合型工作，大体上包括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方面。就前者而论，既需
要对研究生教授专业课程，以巩固和提升其专业
理论水平，也需要对研究生提供课外学业指导，使
其掌握必要的学术研究能力。课外学业指导的方
式多样，可以是论文写作训练，也可以是课题研究
训练，还可以是案例研习或者读书会等集体研习活
动。自担任研究生导师以来，我一直把举办读书会
作为指导研究生课外学业的主要方式。由于读书会
并非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并且参与者不仅限于我
指导的研究生，因此，它更像一个私塾、一个体制外
的学习平台。这些年来，我们在读书会上共同研读
的主要是民法著作，有一段时间也曾研读商法著
作和以民商法规范为基础的法学方法论著作。
  读书会有多种开展模式。它可以是数个参与者

相互分享阅读某一本书的心得；也可以是某一个人
围绕某一个主题，汇报其阅读相关书籍（一本或者
多本）的收获，包括知识、评价、问题、思考的结论
等，并由其他人发表评论；还可以是多人共同研读
一本书，逐句逐段地解读书中内容，并在遇到疑问
时展开讨论。“民商法私塾”采用的是第三种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点有三个：其一，有助于完整、透彻地
读懂一本书。其二，在解读书中具体内容的过程
中，可以发掘一些学术问题，并且对此开展进一步
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可以发展为学
位论文或者期刊论文的研究主题。即便无法产出
正式的学术成果，但对问题的考察至少也有助于
填补知识漏洞、夯实理论基础。其三，有助于训练
学术能力。对文科生而言，需要掌握的学术能力主
要包括文献理解能力、学术表达能力以及逻辑分
析与推理能力等。在逐句逐段地研读书中内容的
过程中，学生可以锻炼文献理解能力、口头学术表
达能力；在讨论所遇到的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可以
提升口头学术表达能力、逻辑分析与推理能力。
  从近年的进展来看，“民商法私塾”读书会取

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学生的民商法理论水平和
学术能力在读书会中得到了提升；导师也从中受
益匪浅，无论是在问题发掘方面，还是在学术状
态的保持方面，都有所收获。每次读书会在共同
研读、讨论书籍内容的过程中，都会形成问答录。
提问者通常是学生，有时是导师。对于所提出的
问题，有些由导师直接解答，但更多的是由导师
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并在最终进行总结，形成初
步结论或者比较确定的观点。
  “民商法私塾”计划出版一系列作品。第一部
作品即为《民商法私塾：〈法律行为论〉读书会问
答》，这是在与学生们共同研读《法律行为论》后
形成的问答录。在其中，我具备双重身份——— 既
是《法律行为论》一书的作者，又是与学生们共同
解读该书的读者。实际上，从历史的视角看，每个
人都可能既是作者，也是读者。当你回望自己的
过去时，也是在以读者的身份重新审视曾经的思
想与表达。问答录在当下是一种不太常见的出版
物，它是对口头学术讨论过程的记录，因此在内
容的逻辑性与连贯性方面，难免逊色于以书面表

达为方式的学术著作。尽管在整理、编辑的过程
中，编者尽可能把问答内容由口头语改成书面
语，并且对语句、段落之间的逻辑脉络进行修补，
但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这部问答录真实地再现了一个读书会活动
的整个过程，师生共用五个学期读完了《法律行
为论》一书，进度虽较为缓慢，但读得比较认真，
师生合作，细致地拆解、观察了书中构建的法律
行为理论体系。有几名学生自研一时便开始参与
研读《法律行为论》，直至毕业，所以本书不仅伴
随了他们的整个研究生生涯，而且还见证了他们
在学术上的成长。如果说研究生在毕业的时候是
“出厂的”产品，那么，这部问答录正是对这一“生
产过程”的侧面真实记录。借用目前比较时髦的
说法，读书会问答录也算是一个关于学习活动的
“真人秀”。对于这部问答录的形成，在读书会上
发言的所有同学以及参与记录、整理发言内容的
同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读书会的不同阶段对
于讨论的持续推进发挥了骨干作用，他们的提问
和发言，共同构成这部问答录的“故事主线”。

衙门里的“戒石”

□ 郭建

  《水浒传》第八回提到开封府衙的景象：“绯
罗缴壁，紫绶卓围。当头额挂朱红，四下帘垂斑
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谨严，漆
牌中书低声二字。”可见衙门里有块叫做“戒石”
的石碑，上面刻写的是四行“御制”。而且，这个
“御制”针对的是官僚群体，要求他们能够“守
正”，也就是能够走正道。
  小说第六十二回又提到大名府衙里也有这
样的戒石。玉麒麟卢俊义的管家李固与卢俊义老
婆通奸，当卢俊义吃了冤枉官司被捕入狱后，李
固向大名府衙看管监狱兼行刑刽子手的铁臂膊
蔡福行贿，拿了“五十两蒜条金”，请蔡福设法在
监狱里暗害卢俊义。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
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
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
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
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司！”
  这个“戒石”究竟是什么东西？古代真的在衙
门里设立有专门劝诫官僚的石碑吗？

由来已久的“官箴”

  确实是这样，戒石是设置在衙门里劝诫官员
“廉政”的设施。
  由朝廷下达倡导“廉政”的文告，希望官员能
够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惯
例。对官吏颁布种种劝慰、勉励的箴文，由来很早。
《尚书·商书·伊训》就有“儆于有位”的说法；汉朝
大文豪扬雄写过《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以后崔
骃、胡广又增写《百官箴》。至于在衙门里立石刻
碑，将这样的“官箴”来个“广而告之”的，据说首创
者是隋朝的何孚。他原来是隋文帝的宠臣，后来被
“下放”到龙州当刺史，为自己写了《刺史箴》，叫人
刻写在石碑上，安放于州衙门之外。
  在衙门里设置的廉政设施，流传时间最长、
地域最广的，就是所谓“戒石铭”了。它原来是五
代十国时期的后蜀之主孟昶所撰写的官箴，颁
发给各地州府。全文共九十六个字：朕念赤子，
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
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
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
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
戒，体朕深思。

起点很低的廉政要求

  读“戒石铭”，会觉得这个廉政要求的起点很
低，主要是激发官员的“天地良心”，试图用感化
的办法，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压榨民众。铭文前
面点出官员收入的来源，希望官员能够对民众有
感恩之心；后面用上天施行的因果报应来进行恐
吓。对于一个狠心虐待民众而不那么相信报应之
说的官员，这个劝诫没有丝毫的威慑力。
  南宋时期，民间已经有人公然嘲笑这个“廉
政”举措———“尔俸尔禄，难称难足；民膏民脂，转
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且待临
期”(俞文豹《吹剑续录》)。

对“戒石铭”的批判

  后世批判这个“戒石铭”最激烈的，是明末清
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他在《宋论》一书中专门有一
篇文章，集中批判“戒石铭”。王夫之认为，这个
铭文是“儒术不明，申韩杂进”，混入了法家思想
的夹生的道德宣言，而且破坏了“人道之大经”
(做人最基本的道理)，“蔑君子之风操”(侮辱了
士大夫的情操)，还会引导臣民丧失原本应该具
有的“忠厚和平之性”，从而斤斤计较于利益、互
相仇视。

  首先，说官吏的俸禄是民膏民脂，“则天子受
万方之贡赋，愈不忍言矣”。这就把皇帝的秘密说
穿了，“是之谓夷人道之大经也”。
  其次，皇帝要对官吏说，“吾取民之膏脂以奉
汝”。此乃辱人贱行，至于此极，是以谓毁君子之
风操也。
  再次，这个说法推而广之，则小官认为大官
和自己一样是吸血鬼，而儿子也可以说父亲是吃
他的膏脂了。这样就动摇了整套封建道德体系，于
是，“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禽兽矣”。
  复次，“戒石铭”公开了“下民”与官吏谁养活
谁的道理。“倡其民以嚣陵诟谇之口实，使贼其天
良，是之谓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这在
王夫之看来，是最严重的大逆不道。
  最后，“上天难欺”四个字，正说明皇帝无法
控制贪官，只能加以恐吓。而且，“敬天，而念天之
所鉴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
也”，即与天打交道的只能是天子一人，怎么可以
把这个权力下放呢？因此，王夫之认为：“君天下
者，人心风化之所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
乎？”可惜他只是个“在野派”，否则，一定要把各
地戒石砸烂而后快。
  （文章节选自郭建的《古人的天平（上卷）：透
过古典名著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

书林臧否

史海钩沉

刘耀辉谈教师教育惩戒法律规范———

在规范性质和规范类型上呈现鲜明特色

  东南大学法学院刘耀辉在《法学》2025年第5期上发表题
为《教师教育惩戒的法律属性及其规制》的文章中指出：
  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正式将教师
教育惩戒纳入法律规范体系，明确了教育惩戒的概念，规定了
教育惩戒的实施条件、类型和程序。然而，实践中教师教育惩
戒规范问题仍不容忽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殴打、辱骂等
伤害学生的行为依旧屡屡发生。在教师教育惩戒的法治进程
中，学生权利保护有待提高。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利抑或权力
的法律属性，是教师教育惩戒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从权利视
角，教育惩戒需强调被惩戒者义务以促进惩戒目标。反之从权
力角度，则需更多考虑规范教师权力以保护学生权利。当前，
我国相关立法对教师教育惩戒的法律属性缺乏明确界定。司
法实践中，司法审查侧重维护教学秩序，对教师教育惩戒责任
认定相对宽容，对被惩戒者的人身、人格等合法权益保护较为
消极。
  学界对教育惩戒的法律属性存在“权利说”“权力说”“权
利权力复合说”三种观点，在教师教育惩戒关系中，教师的惩
戒行为具有非利己性，且体现教师的优势身份地位，其法律性
质当属权力范畴。教师教育惩戒权力行使的主要目的是教育
矫正，而不是单纯的秩序管理，其对象指向特定关系的学生，
而不是一般性个体，相较一般行政权力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基
于不同理论其特殊性有不同表现，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中被
描述为特别行政权力，而在权力流散理论下则表现为教育行
政权力和社会组织管理权力的双重属性。
  教师教育惩戒对学生会造成自由权、人身权、受教育
权等方面的利益负担，且主要面向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必
须将其纳入法律规范范畴，确保正位运行。从国内立法实
践及相关动向看，对教师教育惩戒权力进行法律规范乃是
大势所趋。教师教育惩戒权力法律规范须依据权力构成要
素分类施策：对教育行政权力层面的教师教育惩戒规范，
坚持惩戒法定原则；对社会组织管理权力层面的教师教育
惩戒规范，恪守法律保留原则。教师教育惩戒法律规范将
在规范性质和规范类型上呈现鲜明特色。首先，从整体而
言，教师教育惩戒权力以裁量性规范为主。其次，弱实体干
预、强程序指引。最后，通过授权性规定，将一些必须干预，
但普遍性不是太强的新问题或需创新规定的事项，交由学
校自主规定。

精品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