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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制定法中, 例示规定包括以 其他 与 等 为标识的两类法条形式。 其他 的

常见样式是: 两个以上典型事例+ 和 (与、以及、及、或者、或) + 其他+ 上位概念; 等 的常

见样式是: 两个以上典型事例+ 等+ 上位概念。从类型的角度看, 例示规定的特征是: 抽象程度

上的具体与概括的统一 , 事项归属上的明确与模糊的统一, 调整范围上的封闭与开放的统一, 时

间延续上的稳定与变动的统一。例示规定的创制, 应功能定位准确、立法技术运用得当。例示规

定的实施性立法, 也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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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法中, 以 其他 或 等 为标识语的例示规定大量存在, 它看似法律的细枝末节、

立法者的雕虫小技, 但其具有特定的样式、规范结构、基本特征, 牵连着法的价值、功能等复

杂问题, 实乃法律中可以 拨千斤 之 四两 。深入研究例示规定的相关问题, 对中国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律制定方面, 科学地设置 等 、 其他 类法条, 可以改进立

法技术, 优化法律规范的调整质量; 在法律实施方面, 有利于法律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准确

地理解法律规定的含义, 合理地运用自由裁量权, 公正地贯彻实施法律; 在法律遵守方面, 可

使社会成员准确地知悉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 正确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在法学研究方面,

有助于深化对法律规范、法律调整机制的研究水平, 增强法学研究服务于法制实践的能力。

一、例示规定的基本涵义

例示规定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观察和把握。一种观

点认为, 例示规定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杨仁寿指出, 与民法上的重大事由、显失公平、相

当期间或相当数额等一样, 刑法上的 以其他非法方法 、 以他法 、 其他相类情形 也属于

不确定法律概念。 孙潮也认为, 其他 与 情节严重 、 严重危险 、 数额巨大 无异, 都

属于模糊词语。 另外, 中国的一些刑法学者也沿着以上法律概念的进路, 对刑法典中的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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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等 的分布、使用状况作过实证研究。 另一种观点认为, 例示规定属于法律规则的范

畴。黄茂荣指出, 立法时遇到欲调整的事项难于穷尽、但又不愿挂一漏万地加以规定之难题时,

立法者通常在作适当的例示后, 紧接着用概括规定穷尽涵盖的法条。 第三种观点认为, 例示规

定属于法律概念, 但更接近于法律规则。郑玉波、罗传贤认为, 例示规定虽属于一种广义的定

义方法, 但更是一种法条形式, 它也被称为例示概括型法条或列举概括型法条, 系先将所欲说

的事项举若干例子, 然后再加上概括文句的法条。

总的说来, 学术界的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例示规定的属性、特征, 但也存在一些不

足: ( 1) 视野不宽, 一般性 不强。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刑法学者或民法学者对各自部门法的素

材所作的分析和整理, 研究范围相对狭窄, 很少有对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社会

法、刑法、诉讼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的全面把握。( 2) 深度不够, 基础性 不强。已有的研

究多是对例示规定表面现象的描述, 许多著述三言两语、浅尝辄止, 缺少相应的理论抽象和学

术概括, 很少探究例示规定的规范结构、规范特征等深层次问题。 ( 3) 目标不明, 实践性 不

强。已有的研究多是对例示规定的纯客观认识, 很少将其作为实现特定价值目标、推动立法质

量不断完善的工具和手段来看待, 造成理论研究与法制实践相脱节。

为了深化对例示规定问题的研究, 笔者以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从标识词语着手,

分析其价值定位、法的要素属性, 旨在把握例示规定的基本含义。

第一, 在价值上, 例示规定是补救立法缺陷之手段。法律通过告知人们可以做什么, 禁止

做什么, 必须做什么, 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引。权利义务内容的明确、具体固然是良法

的重要标准, 可由于社会生活千姿百态、纷繁复杂, 而制定法的规定往往是抽象的、概括的,

法律漏洞在所难免。 为了规范这样的领域, 立法机构制定了相当一般化的标准, 然后授权熟悉

不同个案类型之行政机关, 依照他们之特别需求来制定规则。 例示规定作为 避免挂一漏万

的立法技术, 往往能够在立法者无法预知所有拟规范事项时适用 , 是解决有限的法律规定与

无限的社会生活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

第二, 在属性上, 例示规定主要是一种法律规则。从法的要素角度看, 有的学者认为例示

规定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 也有人认为它属于法律规则范畴。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之间区分明

显, 前者是对各种有关法律的事物、状态、行为进行概括而形成的法律术语; 后者是规定法律

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标准, 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规定。从例

示规定的情形看, 它既具有法律概念的属性, 也具有法律规则的属性, 因而这两种观点都有道

理, 也存在不足。本人更赞同第三种观点, 即例示规定具有法律概念的属性, 但主要是一种法

律规则。理由是, 等 、 其他 是指代一定事项的概念, 但它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明确, 可以说

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虽说 公共利益 、 善良风俗 、 必要注意 之类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外

延、内涵相对不确定, 但它们有着大致的语义范围, 即使脱离语境也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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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其他 自身所包含的信息极其有限, 模糊度更大, 不能单独使用, 必须与法条中列举的

典型事项、抽象的上位概念结合起来, 置于法律条文之中才有意义。因此, 将例示规定归于法

律规则的范畴, 可能更准确些。

第三, 在形式上, 例示规定的标识词语是 其他 与 等 。一般地, 其他 与 等 标

识着例示规定的适用, 但也有例外情形。 其他 的含义主要有二: 一是指一定范围以外的事

物, 即 别的 、 另外 、 除此之外 , 表示只及于列举对象、范围以外的事物; 二是在主要的

事项列举之后, 还有剩余的次要事项。相应地, 在制定法中 其他 也有两种用法。一是排斥

性关系中的除外事项的规定, 即除外规定。例如, 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 民法

通则第 60条规定: 民事行为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这

里, 其他 所指涉的事物与列举的典型事项, 是外延完全不重合的全异关系, 不属于本文的研

究对象。二是制定法在主要的事项列举之后, 还有剩余的次要事项的规定, 即例示规定。例如,

民法通则第 103条规定: 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 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

为。 所以, 并非所有含有 其他 的法条都属于例示规定, 要把它与除外规定区分开来。

在日常语言中, 等 也有两种含义。一是列举之后煞尾, 后面往往带有前列各项的总计数

字。例如, 中国有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四大河流。二是表示列举未尽, 用在两个或两

个以上并列的词语后。例如, 唐代著名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在制定法中, 等 字

无第一种用法, 只有第二种用法, 即表示法条内部的并列事项列举未尽而笼统地作出规定, 这

也是本文所关注的例示规定的具体形式。例如, 合同法第 11条规定: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

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 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

内容的形式。 所以, 制定法中含有 等 字的法条, 基本上都属于例示规定。

综上所述, 笔者对例示规定所下的定义是: 立法者在面对欲调整的事项难以穷尽时, 先列

举几个典型事项, 再连缀助词 等 或代词 其他 , 最后加上抽象的上位概念以作全面涵盖的

法条形式。

二、例示规定的规范结构

例示规定的规范结构与样式关系密切, 通过对例示规定的样式、特别是常见样式的分析,

可发现其复杂的规范结构。

例示规定有多种样式, 它们出现的频率也不相同, 因此可将出现频率高的称为常见样式,

将出现频率低的称为非常见样式。 其他 的常见样式是: 两个以上典型事例+ 和 (与、以及、

及、或者、或) + 其他+ 上位概念。它还有一些非常见的样式: ( 1) 一个典型事例+ 和+ 其他

(与、以及、及、或者、或) + 上位概念。例如, 刑法第 31条规定: 单位犯罪的, 对单位判处

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 2) 其他 也经常出现于

兜底条款之中。兜底条款是以前面的各项规定为典型情形, 对剩余的次要事项, 以命题的形式

作总括式规定, 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例示规定。例如, 刑法第 78条第 1款规定: 被判处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在执行期间,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确

有悔改表现的, 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刑; 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 应当减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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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 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 经查证属实的; (三) 有发明创

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 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

除重大事故中, 有突出表现的; (六) 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该条第 (六) 项兜底

条款的规定, 就是对前五项没有列举完全的事项所作的避免挂一漏万的总括式规定。

而 等 的常见样式是: 两个以上典型事例+ 等+ 上位概念。同时, 等 也有一些非常见

样式: ( 1) 两个以上典型事例+ 等。例如, 合同法第 172条规定: 招标投标买卖的当事人的权

利和义务以及招标投标程序等,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与常见的样式比较, 这里

等 之后没有上位概念, 直接结尾。( 2) 一个典型事例+ 等+ 上位概念。例如, 合同法第 181

条规定: 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断电, 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抢修 。著作权法第 18条

规定: 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 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 。与常见样式比较, 该法条

中的典型事项不是复数的, 而是单一的。

在此, 以 其他 、 等 的常见样式为基本素材, 以刑法第 20条第 3 款 正在进行行凶、

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的规定为实例, 对例示规定

的规范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如果将例示规定作为一个整体, 从其常见样式中, 可分解出它所包

括的三个要素: ( 1) 列举的典型事项; ( 2) 等 或 其他 ; ( 3) 抽象的上位概念。例示规定

就是这些要素的组合、集合, 并且, 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构成方式、联结方式。

第一,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 与上位概念之间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在例示

规定中, 上位概念往往抽象度较高, 其外延相对宽泛, 它首先包括了列举的典型事项, 同时还

包括了 等 、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在刑法第 20 条第 3款中,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 系抽象的上位概念, 它包括了 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这些明确列举

的犯罪行为, 同时还包括这里没有明确列举的 其他 所指代的犯罪行为。

反过来,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事项的可能界限也是由上位概念所划定的。尽管 等 、

其他 自身的含义比较模糊, 但它们所指代的事项, 因与上位概念相连接, 形成了相对确定的

语境, 划定了其可能的意义范围。刑法第 20条第 3款中的 其他 所指代的犯罪行为, 尽管其

外延比较模糊, 人们可作一定的弹性理解, 但是, 无论如何它们必须属于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的暴力犯罪 的范畴。如果对 其他 的理解超出了该上位概念的外延, 将一些没有严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包括其中, 即偏离了例示规定的本质。

第二,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 处于上位概念意义域的边缘地带。德国法学家拉伦

茨指出: 法典中使用的不少概念乍看上去似乎界定得非常清楚, 它们也的确具有一个可以精确

表示的、坚固的 概念核心 ; 但是实际上, 核心之外还存在着一个 边缘区域 , 而这个边缘

区域却只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有些概念则根本没有用固定的构成要件定义清楚, 而

仅仅是一个以 飘忽不定的过渡形式 为特征、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的 类型 。 许多法律概

念的外延都是由核心事项与边缘事项构成, 至于含义相对模糊的例示规定更是如此。在例示规

定的上位概念中, 列举的典型事项与 等 、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之间, 前者居于其语义的中

心区域, 后者则处于相对边缘部分。例如, 刑法第 20条第 3款的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 之中, 明确列举的 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居于中心位置, 而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则处于边缘地带。

第三,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 与列举的典型事项之间系类似关系。法谚云: 列

96

中国社会科学 2009年第 4期

卡尔 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 , 王晓晔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第 35 页。



举 (例示) 事项之末, 所加之概括文句, 不包括与列举事项中明示事物性质相异之事项。 在

法条中, 以 等 、 其他 等概括性用语表示的事项, 均为明文列举事项以外的且与列举事项

类似的事项。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 不包括在例示的典型事项范围内, 但它又与典

型事项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是基于与典型事项的类似性关系而规定的。刑法第 20条第 3款中的

其他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显然不属于法条明确列举的 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

劫、强奸、绑架 这样的典型情形, 但又与它们具有明显的类似关系。相反地, 与列举的典型

事项差别很大、相似点少者, 就不属于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

以上是通过例示规定的各种样式所概括出来的例示规定的规范结构。笔者认为, 在例示规

定的样式、规范结构与特征三者之间, 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例示规定的规范结构居于承上

启下的中间位置。它是以其常见样式为素材概括出来的, 其抽象度较高; 同时, 规范结构也是

一定的法条形式, 是提炼例示规定特征的具体材料。

三、例示规定的类型化特征

在例示规定的规范结构中, 其他 、 等 处于明确列举的具体事项与抽象的上位概念之

间, 因后者意义高度抽象, 对理解 其他 、 等 之含义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 而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 与列举的典型事项之间系类似关系, 所以, 类型化思维在例示规定

的设置、理解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关于类型, 拉伦茨指出: 类型不能定义, 只能描述。我们不

能把案件事实涵摄在类型描述下; 然而, 借助此种描述, 吾人仍可判断某现象是否应归属某一

类型。 与概念相比, 类型在对事物的认知和把握上, 往往居于抽象与具体的中间点上, 注重

从整体形象上作粗线条的勾勒, 它是一种具有明显价值导向的思维工具。

从类型的角度看, 例示规定具有以下特征: 抽象程度上的具体与概括的统一; 事项归属上

的明确与模糊的统一; 调整范围上的封闭与开放的统一; 时间延续上的稳定与变动的统一。

(一) 抽象程度: 具体与概括的统一

按照法律规定的具体化或抽象化程度, 立法规定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具体化程度最高的

列举规定, 二是抽象化程度最高的概括规定, 三是两者之间的折中模式, 以例示规定为代表。

列举规定是为了防止法律适用时发生疑义, 特把符合要件标准的具体事物逐一规定出来的法条。

对列举规定的理解, 从以下两个法谚即可获知: 明知其一, 排除其他 ( The expression o f one

thing is the exclusion o f another ) ; 省略规定之事项, 应认为有意省略 ( A case which is

om itted is purposely omit ted)。 在列举规定中, 除了明确列举的事项外, 不能将没有提及的事

项包含其中。例如, 刑法第 96条规定: 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 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

命令。 很显然, 这里的 国家规定 仅指明确列举的情形, 不包括地方性法规、规章等法律形

式, 也不包括判例、习惯、国家政策等非正式法律渊源。列举规定的优点是: 它限制了司法者

的自由裁量权, 特别是在刑事司法领域使 罪 的规定不可能有任意解释的余地, 应符合罪刑

法定原则的要求。列举规定的缺点是: 它会导致遗漏。相对地, 概括规定对事项不作具体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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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只作粗线条的勾勒。例如, 刑法对于杀人只规定了 故意杀人 、 情节较轻 、 过失杀人

死亡 这样的罪状, 没有其他的具体规定。概括规定的优点是: 不易出现法律漏洞, 可以通过

对抽象语言的解释, 赋予法律以灵活性, 可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其缺点是难以准确把握, 容

易不当扩张法律实施者的权力。 所以, 不论是列举规定还是概括规定, 都是优劣杂存的规定方

式, 而各自的优势恰恰是另一方的劣势, 或许良好的立法应努力在列举规定与概括规定之间找

到合适的平衡点。

例示规定中, 先是列举典型事项, 然后在 等 与 其他 之后再加上抽象、概括的文句。

例如, 刑法第 307条 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 的规定中, 暴力、威胁、贿

买 是 阻止证人作证 的具体情形, 与 等 字相连接的则是列举的具体事项的上位概念

阻止证人作证的方法 。这样, 例示规定把具体事项逐一列举出来, 遂具有具体性; 同

时, 例示之 例 具有举以为例, 提供样板以作比类、比照, 即具有未列举完毕之意, 其后再

加上抽象的上位概念, 以概括没有穷尽的其余事项, 故又具有抽象性。例示规定是处于列举规

定与概括规定之间的过渡形式, 它既有具体性又具有抽象性, 可说是第三种立法规定模式。

(二) 事项归属: 明确与模糊的统一

在法学上, 概念的主要成就并不在于 包含 ( Beg reifen) : 包含某种特定的思维内涵; 而

在于 界定 ( Beg renzen) : 作为一道防护墙, 使概念得藉以向外隔绝其他的思维内涵。 而 生

活现象的认识只是一种流动的过渡, 但概念却强硬地要在这些过渡中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限。

在生活现象仅仅显得 或多或少 (模糊) 地带, 概念却要求须作出 非此即彼 的判断。 而

类型化思维不同于 非此即彼 的概念论, 它对客观事物采取 亦此亦彼 的认知方式。对一

个具体事项而言, 它是否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法律类型不易轻下断言, 往往要从法律规定的总体

脉络上予以把握。在类型化思维中, 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经由类比推理 (简称 类推 ) 建立起来

的。 存在物之间类推的前提是: 存在物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统一性与多样性。

法条中的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的事项处于上位概念语义的模糊区域, 它与列举的典型

事项之间不是全同、包含或被包含的关系, 也不是全异的排斥关系, 而是一种类似关系。因此,

针对一个具体的事项, 只有考虑相关因素, 才能相对准确地判断其是否被 等 与 其他 所

指代。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5条第 1

款规定: 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其他淫秽物品 , 是指除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

图片、书刊以外的, 通过文字、声音、形象等形式表现淫秽内容的影碟、音碟、电子出版物等

物品。 这里的 其他淫秽物品 首先与刑法第 152条规定的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

片、书刊相类似, 是体现着 淫秽 这一本质的物品, 同时又不属于这里明确列举的淫秽物品,

可以说, 它们之间既非全同也非全异, 而是既相同又相异。一个具体的事项到底是否属于

等 、 其他 的意义范围, 不是轻易就能断定的, 往往要从例示规定的整体意义上把握。

(三) 调整范围: 封闭与开放的统一

在调整范围上, 一方面, 例示规定的调整范围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它列举的具体事项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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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调整的确定对象; 等 、 其他 等词语所指代的事项, 必须与列举的具体事项具有明显的类

似之处, 这也排除了那些与它们类似处不多的事项; 而且, 它将符合标准的具体事项逐一列举

出来, 也有助于明确上位概念的含义。而当上位概念的含义趋于清晰化后, 又从相反的方向划

定了 等 与 其他 所指代事项的规范空间。另一方面, 由于类型的界限比较模糊, 它的辐

射范围到底有多广, 往往不易准确地把握。一般地, 在调整范围上, 概念是相对封闭的, 类型

则是相对开放的。概念的认识只能 非此 即彼 、 分离式 地划界。相对地, 类型不是一种

精确的 形式逻辑的思维。 就此而论, 法律概念似乎是精确的, 但由于语言是法律的载体,

而语言自身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模糊性, 法律的明确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许多法

律概念的确定性就像一个越来越高或者越来越低的刻度表。 与一般的法律概念相比, 例示规定

具有更大的模糊性。人们无法将具体事实如同 涵摄 于概念之下那样一般地涵摄于类型之下,

只能以一种较高或较低的程度, 将具体事实归属于类型之下。类型可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现实

的 或多 或少 的各种情况, 从而 整体地 掌握。在法律上, 以类推为基础的例示规定对

生活及现实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在法律明确列举的典型事项之外, 还包括了可从 等 、 其

他 之中推衍出的广泛的规范空间。可以说, 等 、 其他 等词语所表述的属于不完全列举的

剩余事项, 是列举事项之外归属模糊的事项, 它为法律不断地向社会生活开放提供了契机。

(四) 时间延续: 稳定与变动的统一

稳定性是法律的内在道德, 但它并非法律的至上价值, 变化和发展也是法律追求的重要目

标。庞德认为: 法律必须稳定, 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 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

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 在与法的价值的关系上, 含义明确的法律概念侧

重于实现法律的稳定性, 但 法律表述得越明确, 它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就越差。 类型则是

法律理念与生活事实的中间点, 它同时受到二者的影响, 因而一方面在内容上要比理念丰富、

直观, 另一方面在效力与稳定性上胜过生活事实。虽然类型并非僵硬而不可变化的事物, 但它

却不是可以随意建构的。类型是那些已存在于立法者与法律形成之前的事物, 它本身即含有实

现法律稳定性的因素。

立法者希望尽可能精确地在概念中掌握典型的生活事实, 但实施性立法和司法判决则重新

开启那些被过分界定的概念, 以便能正确评价生活现实。大部分的法律规范都是经过不断的具

体化过程, 才具有明确的内容并获得有效的实施。 说明一些 清楚的 事例, 然后比较同样以

此为据的事例, 最后, 进一步推演出比较特定的法律思想 (它们是透过分析一些 出现一般

法律思想的 事例而获得的)。 与法律概念、列举规定相比, 例示规定的主要功能在于使立

法机关、司法机关能适应社会经济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之变迁, 而使法律能与时俱进, 以实践

其规范功能。 经由实施性立法、法律解释等途径, 在法律原则、基本框架不作变动的情况下,

等 、 其他 等词语包含的内容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可有效地兼顾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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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例示规定的功能定位

在中国, 每项立法都追求独特的价值目标, 以形成有利于广大人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例示规定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形式和法律调整机制, 也是实现特定 /法意0 的工具。所以, 例示

规定的创制, 只有价值目标明晰、功能定位准确, 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一) 彰显扩张权利、限制权力的法治精神

法治的精髓就是保障公民权利, 限制国家权力。因法律调整对象是权利或权力之不同, 立

法的价值目标也存有明显的差异。在权利领域, 法治原则 /不仅鼓励提倡法律原则及其运用的

明确性、程序性和可预测性, 而且主张在法律中确立新的权利或扩大原有的权利范围, 以扩大

全体公民追求目标合理的自由。0¹ 凡涉及公民与法人的权利时, 对其行使权利所加的限制应放

宽, 只以不损及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和权利为度; 对权利的外延要宽, 涉及的范围要留有

余地, 要有高度的概括性。总之, 要给权利多留下一些 /法内空间0, 以便为权利主体保留某些

剩余权利和日后增补新生的权利或漏列的权利。同时, 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的, 过去立法上禁

止的行为或不得作为的义务, 如今却解禁而成为一项权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还会产生许多新

的权利类型。º 这就要求立法者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 以确认和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

权不断拓展为出发点, 及时采取相应的立法对策。在此背景下, 有关权利的立法适当地选择

/等0、/其他0, 可为拓展公民权利的空间开辟畅通的法内渠道。

有关国家权力的立法, 应以限权、控权为目标。法治的实质在于对权力在实体和程序上设

定严格的合法性标准。进而言之, 法治原则要求立法应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为本。在对国家

机关授以权力时, 要规定明确而严格的限制条件, 并多采用列举式条款以控制其权力范围。特

别是刑事立法, 应慎重使用例示规定。» 目前, 刑法中例示规定的出现频高面广: 使用 /其他0

的有 270 处, 使用 /等0 的有 36 处, 二者累积 306 处, 涉及 166 个法条, 占总条文数的

391 06%。¼ /其他0 和 /等0 的大量使用, 扩张了国家的刑罚权, 使得罪刑法定原则遭遇严峻的

挑战, 刑法的权威大打折扣。

总之, 例示规定的设置应着眼于扩展公民权利的范围, 限缩国家权力的空间。具体而论,

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可适当选择 /等0、/其他0, 以拓展权利的 /法内空间0; 而有关国家权力

的立法应谨慎使用 /等0、/其他0, 以防止权力的不当扩张。

(二) 助成大事集中、小事分权的立法体制

关于立法体制, 1956年毛泽东在 5论十大关系6 一文中指出: /我们的宪法规定, 立法权集

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 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 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

办法, 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 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有

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 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 是不允

许的。同时, 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0 ½ 在改革开放

的新时期, 在立法体制上如何协调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仍是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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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 3条第 4款规定: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0 这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 也是中央

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应遵循的原则。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 中央对国家实行统一领导。国家

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行政法规不得

同法律相抵触; 地方性法规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同时,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单

靠中央立法来解决各地区、各民族的复杂情况, 因为许多情况国家立法不好规定, 规定粗了不

能解决问题, 规定细了又不可能。基于此, 国家法律可以对重要的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

又通过例示规定为地方针对一些具体事项制定实施性立法提供依据。实际上, 中国许多重要的

法律领域, 往往先由中央立法制定基本的原则、再通过 /等0 或 /其他0 的方式授权地方制定

实施性立法, 进行立法试验, 待条件成熟后, 再制定效力层次较高的法律, 这 /有利于减轻对

于社会变革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定、修改、废止的结构性压力, 使通过交涉等非正式的方法进行

权利义务关系的组合和制度创新变得更容易。0¹ 在坚持法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 通过 /等0 或

/其他0 的途径, 赋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限, 允许地方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相应的立

法, 有助于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 大事集中、小事分权的立法体制。

(三) 塑造宽严有度、灵活因应的立法模式

关于立法模式, 早在 1978年 12月邓小平就提出: /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 人力很不够,

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 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 然后经过总结提高, 制

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 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 不要等待 -成套设备.。总之,

有比没有好, 快搞比慢搞好。0º 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 立法如果简单地把现行做法肯定下来,

就会妨碍改革; 如果不顾现实, 又行不通。/在作出变革时, 最好一开始先标出它的趋势和方向

的基本路线, 细节则应留给一系列的试错法去培育。0»

在制定法中适度运用例示规定, 既可通过明确列举的典型事项将比较成熟的实践经验加以

定型化; 同时又通过 /等0、/其他0, 对实践经验尚不成熟、又需要法律调整的事项作出弹性规

定, 为进一步改革留下余地。这样, 可减轻法律的负荷, 为立法者提供 /灵活转身0 的规范空

间, 增强立法对社会的适应性、实效性; 同时, /等0、/其他0 也是重要的反思性立法机制, 立

法者根据施行中反馈回来的各种信息, 在大的法律框架不作调整的前提下, 以成本较小的方式,

逐步提高立法的质量。

五、功能优化的立法建议

例示规定的功能优化, 首先应确定人权、秩序、安全等目的价值, 以利于形成正确的立法

决策; 同时也要根据它所特有的样式、规范结构、基本属性和功能定位, 彰显其作为一种法律

调整机制的工具性价值。为此, 要从立法技术层面, 进一步完善例示规定的条款设置, 并提高

其实施性立法的质量。

(一) 例示规定的条款设置

立法者在设置例示规定的条款时, 应根据其立法宗旨和目的, 切合例示规定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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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地运用相关的立法技术。

第一, 慎重使用例示规定。目前, 有的立法机关为了使制定法文件尽早出台, 往往采取回

避难点、绕过焦点等办法, 对一些关键性问题不予涉及, 以减少法律草案在征求意见和会签中

可能遇到的阻力, 实在难以回避的, 就以例示规定的方式将矛盾留待将来解决; 还有的立法机

关为了扩张本部门、本地区的权力, 往往通过例示规定、授权制定实施细则等灵活方式来预留

权力空间。由于例示规定的含义较为含糊, 在制定下位法或进行法律解释时难免产生歧义和疑

惑, 有损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 因此, 立法时须慎重使用例示规定。当然, 也不能因噎废食,

一味地主张减少 /等0、/其他0 的数量。理性的做法是, 当用之则用之, 不当用时则弃之。

第二, 典型事项应为复数。例示规定的 /类型愈多, 其特征之交集部分愈具体, 从而以其

共同特征构成之概括规定也愈明确0。反之, /例示的类型愈少, 其特征之交集部分便愈不具体,

从而以该共同特征构成之概括规定也愈不明确0。¹ 相同属性的典型事项列举得越多, 越有助于

人们对例示规定的正确理解。反之, 只规定一个典型事例的情形往往使人难以把握 /等0、 /其

他0 的含义。这类不成功的立法例并非鲜见。例如, 合同法第 181条规定: /因自然灾害等原因

断电, 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抢修。0 著作权法第 18条规定: /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

权的转移, 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0 这些单一典型事项的使用不利于把握例示规定的准确含

义。因此, 为了提高立法质量, 例示规定中列举的典型事项应该为复数。

第三, 典型事项性质相同。为了说明这一要求, 可以对比以下四个例示语句: ( 1) 猫, 狗,

兔和其他动物; ( 2) 虎, 狮, 狼和其他动物; ( 3) 鸡, 鸭, 鹅和其他动物; ( 4) 鱼, 虾, 蟹和

其他动物。基于列举的典型事项, 我们可将四个语句中的 /其他动物0 分别解释为: ( 1) 宠物,

( 2) 猛兽, ( 3) 家禽, ( 4) 海鲜。这种推论的过程即是根据个别事项与一般性用语的连用确定

/等0 或 /其他0 所指代的事项。反之, 如果列举的典型事项之间共性不明显、风马牛不相及,

如 /马车、石头、野猪等东西0 之类的语句, 因语境模糊, 人们就很难从上下文中把握 /等0、

/其他0 所指代的事项。在制定法中, 除了数字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词语或条文的含义是纯粹

的、独立于具体环境的, 其具体含义总是要依赖于立法者与社会公众共处的具体语境, 否则人

们就可能随意地理解法条。所以, 例示规定中列举的典型事项应当性质相同, 以形成相对清晰

的上下文关系。

第四, 须有直接的上位概念。一般地, 法条中 /其他0、 /等0 的前面是一些典型的具体事

例, 后面紧接着就是概括性规定。在英语国家立法过程中, 具有相同语义特征的一组词语会被

编为某个类别, 作为某个上位词的下位词, 而这个上位词往往非常清楚地用诸如 /其他车辆0、

/其他动物0、/或其他任何人0、/类似物0、/同等物0 等词语表述。º 如果省略了上位概念, 对

/其他0、/等0 的理解就会非常困难。例如, 民法通则第 30条规定: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

民按照协议, 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 合伙经营、共同劳动。0 该规定因缺少上位概念,

难以探明 /等0 所指代的事项, 显为立法瑕疵。退而言之, 法条中即使有上位概念, 也不能过

于抽象模糊、内容空洞, 否则即与上述不含有上位概念的法条无实质区别。合同法第 202 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0 中的 /资料0, 合同法第 197

条第 2款 /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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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条款0, 都属于这类上位概念过于抽象的情形。因此, 例示规定中的上位概念应是典型事

例的直接上位概念, 而不应是间接的上位概念。刑法第 56 条 /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

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0 的规定, 如果将其上位概念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的犯罪分子0 置换成 /犯罪分子0, 人们在对其中的 /等0 字进行解释时, 将会出现扩张的倾

向, 破坏法律的安定性。

第五, 区分 /等0 与 /其他0。在与列举的典型事项的关系上, /其他0 较为疏远, 而 /等0

则更为接近。仔细观察、对比以下两个法条: 刑法第 115条 /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

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0 的规定; 刑法第 256 条 /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

票数等手段0 的规定。前一个法条中, /其他0 所包含的事项与列举的典型事项之间的关系较为

疏远, 理解时相对自由灵活; 而后一个法条中的 /等0 将典型事项与上位概念直接地粘合起来,

意味着它所指代的事项与典型事项间有着更大的类似性, 上位概念词义的射程半径也相对较短。

在这两种情形下, /等0 与 /其他0 的语义范围差别很大, 各有所用, 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

在实际的立法过程中, 应根据立法的意旨适当地选用。

第六, 准确运用连词。在句式上, /等0 可与典型事项直接相连结, 而 /其他0 之前可以有

/以及0、/或者0、/和0 等连词, 此时, 对连词的选择要慎之又慎。其中, /和0 表示平等的联

合关系, 连接类别或结构相近的并列成分。例如, 民法通则第 103 条规定 /公民享有婚姻自主

权, 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0。 /与0 的含义与 /和0 基本相当。 /以

及0、/及0 连接的各项有主次之分, 例如, 刑法第 20条第 3款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

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0 的规定中, /以及0 后面的 /其他0 所指代

的事项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或者0、/或0 表示选择, 它连接多项成分, 断定几种事项中至少

有一种存在, 但也可以是都存在的复合命题。例如, 行政许可法第 39条规定: / 行政机关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 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下

列行政许可证件: (一) 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书; (二) 资格证、资质证或者其他合格

证书; (三) 行政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许可证件。0

虽然连词前后的词语表示同一类事物, 但由于这些连词含义的微妙差异, 也导致了 /其他0 所

包含的事项与典型事项之间联系的复杂多样。所以, 在设置含有 /其他0 的法条时, 应根据立

法需要准确选用相关的连词。

第七, 戒用重叠式例示规定。有些法条重叠使用 /等0 与 /其他0, 形成了两个以上层次的

例示规定, 这会给实施性立法的制定以及法律解释工作带来困惑。例如, 行政许可法第 12条规

定: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一) 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

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 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

项; (二) 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

等, 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三) 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 需要

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 (四) 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

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 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 通过

检验、检测和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 (五)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 需要确定主体资

格的事项;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0 这里, 除了第 (六) 项

的兜底条款中有 /其他0 外, 前面的五项规定中都有 /等0 字, 这就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例示规

定。如此, 在下位法或法律解释中出现了超出列举的典型事项的剩余事项时, 它到底属于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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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的 /其他0, 还是各项中的 /等0, 难以认定。因此, 为了消除 /等0、 /其他0 所指代事项

在归属上的困惑, 通常不得使用重叠式例示规定。

第八, 标题不用 /其他0 与 /等0。在日本法律中, /等0 字常常出现在立法文件的标题之

中, 如 5公共企业体等劳动关系法6、5国家公务员等退职补贴法6、5对联合国占领军等的行为

等的被害者等提供补偿的法律6, 特别是最后一部法律文件的标题中包含三个 /等0 字。¹ 在中

国, 制定法标题中一般无 /等0 和 /其他0, 但在有的司法解释中曾出现过, 如 5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6。辩证地看, 制定法标题中出现 /等0、/其他0, 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有一些

法律文件横跨不同法域, 包含了性质不同的多方面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 在主题之后出现 /等0

字, 能够提示人们注意该法律的多从属性, 缺点是显得累赘。而以法律文件的主题或主导精神

来确定其名称, 省略 /等0 字, 可使立法标题更加精练。笔者认为, 任何法律文件的标题都不

可能准确地表征该法律文件的全部内容, 只要是揭示出其主要内容即可, 因此, 权衡利弊, 法

律文件标题中最好不使用例示规定。

(二) 例示规定的实施性立法

相对而言, 制定法中的例示规定系位阶高的母法, 有立法权的机关据此制定的实施性立法

则属于子法。例示规定的各种实施性立法, 也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和要求。

第一, 符合母法的立法宗旨。立法目的是立法者阐明的立法意欲达到的目标, 为法律执行、

法律遵守提供的背景信息和有用的指引。实施性立法是将例示规定具体化的有效方式, 必须依

循母法的立法目的而创制。它的制定应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 1) 地位上的从属性。例示

规定的实施性立法是以母法的存在为前提的, 没有母法, 也就没有制定实施性立法的必要, 相

对于母法, 实施性立法是从属的、第二性的。 ( 2) 内容上的具体性。例示规定实施性立法的任

务是对母法中较为抽象、原则的内容加以具体、明确的规定。 ( 3) 功能上的实施性。实施性立

法是为了解决母法中权利义务规定难以执行的问题而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把纸面上的抽象条款

规定, 变为可操作的工具。( 4) 时间上的及时性。例示规定的实施性立法应及时出台, 使母法

生效后即能切实地施行, 以避免其虚置、空转。

第二, 相对开放的规范空间。/等0 与 /其他0 所指代的事项, 不包括在列举的典型事项范

围内, 但它又与典型事项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是可以从典型事项中推衍出来的。例如, 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5条第 ( 4) 项、第 9条规定的 /其他方法0 究竟包括哪些方法? 许多地方性法规作

了具体规定。在立法体例上, 有的采取列举规定, 有的采取例示规定。北京市、山东省、江苏

省、上海市的地方性法规只列举 /其他方法0 的具体种类, 不设概括性规定, 除明文列举的类

型外, 不再承认没有列举的 /其他方法0; 而四川省、河南省的地方性法规不仅列举主要的 /其

他方法0, 而且加上一个 /其他虚假宣传行为0 的概括性规定, 意味着所列举的 /其他方法0 只

是主要的而非全部的。º 前一种列举规定方法难免将列举之外的其他方法排除在外, 不符合例示

规定的基本属性。

第三, 不同法律部门区别对待。不同部门法的调整范围模式是有所区别的, 例示规定实施

性立法的功能差别很大, 这尤以刑法与民法为两端。»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的调整范围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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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敛性。例如, 刑法第 225条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 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 扰乱市场秩

序,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一) 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 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

准文件的; (三)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0 对其中的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的非法经营行为0 的理解也应本着刑法的本质, 严格限定非法经营罪的调控范围, 因此, 刑法

例示规定的实施性立法, 只有在行政处罚满足不了遏制那些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的需

要之后, 才可借助刑罚来加以规制。¹

在民法领域, /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0 系公理性原则。另外, /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0 已成为重要的宪法原则, 虽然这两者之间规范形式差别较大, 但其内在的法律价值

是一致的。在人权时代,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获得司法救济的内在根据, 是人权原则, 而不仅仅

是法律规定。在民事领域, 私人间的利益冲突层出不穷, 除了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纠纷外, 社会

生活中还包括大量法律没有明确调整的事项。特别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有关立法机关

通过制定例示规定的实施性立法, 将法律不断地进行延展和细化, 为权利救济提供裁判依据。

第四, 强化立法监督。目前有关机关根据例示规定制定的实施性立法, 在一定程度上也存

在着违法的情形。例如, 行政处罚法第 8条规定: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 警告; (二) 罚款;

(三)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 责令停产停业; (五)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

者吊销执照; (六) 行政拘留; (七)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0 基于上述的兜底条

款, 许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了大量的 /其他行政处罚0。这些被规定为 /其他行政处罚0 的

行为, 尽管大多属于 /行政处罚0, 但有不少属于 /行政强制措施0, 或者是 /行政审批0, 或者

是 /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0, 甚至是 /民事行为0。º 这些实施性立法, 所规定的许多内容已不属

于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0 的范畴, 违反了母法的立法目的, 但至今仍没有被修改或废止。

为此, 有关机关对超越职权范围、违背立法目的的实施性立法, 应认真履行自己的立法监督职

责, 依法予以撤销或者改变。

中国是以成文法为主要法源的国度, 社会成员对成文法普遍持有较判例、习惯等其他法源

更高的期待。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扎实推进, 全社会对成文法质

量设定了越来越高的标准, 人们对法律含义明确性的心理预期也不断提高。但是, 由于社会关

系之复杂、立法者理性之有限, 初始的立法活动无法穷尽所有的事项, 需经由实施性立法等方

式, 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作为一种法律调整机制, 例示规定的正确使用, 可以有效地缓和法律

的僵化性、限制性、封闭性、滞后性, 提高法律调整的质量。同时也必须看到, 例示规定本身

也有一些重要的缺陷, 诸如, 法条规定内容模糊、易变, 难免会扩张实施性立法的权力, 因而

需要进行充分的学术探究, 以便采取有效的防范、控制措施。还有,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为了

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 运用何种标准、技术, 具体地解释、运用例示规定, 也包含许多复杂的

问题, 是法解释学、法律方法的重要研究题材。

1责任编辑: 张芝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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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 or ÷self2suff icient"; all of them have to be subject to rat ional analysis and examinat ion on

the basis o f the social practice of history .

( 6) Labor Incom e Sha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Indus2

tr y2level Data Luo Changyuan and Zhang J un # 65 #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ps labor incom e shar e show s that indust ry st ructural change and dif2

ferent indust riesp labor income share change simultaneously and are positiv ely cor related, thus in2

tensifying fluctuat ions in labor income shar e at the nat ional level. Acco rding to our decomposit ion

of indust ry data, the increase in labor incom e share in 1996 compar ed w ith 1993 w as larg ely at2

t ributable to rising labo r income share in secondary indust ry, and the decline in 2003 compared

w ith 1996 w as pr im ar ily r elated to the decreasing propor tion o f primary indust ry. Circumstances

in 2004 w ere somew hat unusual; a dramat ic fall in labor income shar e that y ear arose m ainly f rom

changes in statistical specificat ions that resulted in a substant ial decrease in labor income share in

secondary and tert iary indust ry. Labor income share also varies g reat ly across regions, but this

disparity is gradually narrow ing w ith the passing o f tim e;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anges of in2

dust rial st ructur e and indust ry2level labor income share.

( 7) Chinaps Refor m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Funding: Changes and Ef fects Zhao Litao # 80 #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hina w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 o rldw ide decentralizat ion

m ovement in educat ional refor m. M ainst ream research at the t ime highlighted the inherent r a2

t ionality of a decentralized system w ith a diver sif ied revenue base and st ressed decentralizat ion as

an irreversible t rend. Since 2001, how ever , China has readjusted its rural com pulsory educat ion

m anagement sy stem . Our em pir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is refor m is no t an ex tension o r per2

fection of the previous decentralization refo rm; instead, it r epresents a renew ed effort to establish

government r esponsibility for compulsory educat ion. T he 2001 reform has l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educat ional expenditure and a quite consider able improvement in educat ional equity, especially

in primary educat ion. It ther efore provides not just a valuable refer enc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2

round the w orld, but also an oppor tunity to reflect upon a series of proposit ions and assumptions

in mainst ream research.

( 8) The Legal Principle and Formulation of Exemplary Provisions Liu Feng j ing # 93 #

In statutory law , ex emplary pr ovisions include tw o form s of legal clause marked by the

terms ÷qi ta " (其他, other) and ÷deng" (等, etc. ) r espect ively. Clauses w ith ÷qi ta " usually take

the fo llow ing form : tw o o r mor e typical cases + ÷and" ( ÷or ") + ÷qita" + supero rdinate con2

cepts. Those w ith ÷deng " take the follow ing fo rm: tw o or mo re typical cases + ÷d eng " + su2

pero rdinate concepts. From the po int of view of typolog y, an exemplar y pr ovision has these char2

acterist ics: in terms of abst ract ion, unity o f the part icular and the general; in ter ms of classifica2

t ion of items, unity of clarity and am biguity; in term s of adjustment scope, unity of clo s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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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penness; and in term s of t ime duration, unity o f stability and change. T he form ulat ion of

exemplary provisions requires precise def init ion of functions and appropriate use of leg islat ive

techniques. Leg islat ion fo r implement ing exem plary pr ovisions should also observe specif ic crite2

ria and requirements.

( 9) Variat ions on Cul ture and Politics: War, Revolut ion and the ÷War of Ideas" in the 1910s

Wang H ui # 117 #

T he various stag es o f refor m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canno t be explained simplist ically

by a linear view o f the history of m odernizat ion. Because o 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publi2

can crisis, the ÷M ay Fourth" cultural movement show s a clear change o f direction. H ow to assess

the Republican sy stem and its v alues and the Western model v iew ed as a template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quest ions that f low ed from this such as how to deal w ith Chinese t radi2

t ion ) these constituted the primary issues in the ÷M ay Fourth change of cultural direct ion. " T he

÷May Fourth" cultural movem ent w as fundam entally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t ransformat ion, in2

ter penet rat ion and variat ions in culture and polit ics. T he new polit ics w as no t a natural develop2

ment of the old; rather, it o riginated from a new consciousness, thought , culture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 In o ther w or ds, the new polit ics w as the result o f the ÷M ay Fourth" m ovement .

In this context , ÷culture" assum ed a double task: on the one hand, it created and developed new

polit ical entit ies in society; on the o ther, it facilitated the form at ion, improvem ent and evolut ion

of polit ics through m ovements int rinsic to the state and polit ical part ies. Enter ing on and reinvig2

orat ing polit ics by means o f the dist inct ion betw een culture and polit ics w as a phenom enon unique

to tw entieth century China.

( 10) Fif ty Year s of Cliometrics: Conf lict,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Histori2

cal Paradigm s Sun Shengmin # 142 #

Cliometrics is a cro ss2disciplinary subject that applies the methods of econom ic theo ry and

quant itative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 It has undergone thr ee stages in it s f ifty

y ears of developm ent: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w ithin histo riography ; integ ration with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ranscendence o f the new inst itut ional economics. Its main char2

acterist ic is the w ay it facilitates the interact ion and developm ent of economic theories and mater i2

als for economic histo ry. This characterist ic has been expressed in different w ays in the three dif2

ferent stages of it s history. Over the past f if ty years, the cliometric research par adigm has seen

conflict and divisions and has changed from being prim arily a historical paradigm to being prim ari2

ly an economic one; it has also engendered innovat ion in econom ic paradigm s.

( 11) L iterary Genres: Consolidat ion and Disintegrat ion N an Fan # 162 #

Genre has alw ay s been an ex t rem ely im por tant concept , categor y and theoretical fulcrum in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 ferent under standing s and conclusions about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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