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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和规范理论双重意义上的法律原则”。[2]

（二）适用方式泛化

适 用 方 式 泛 化 主 要 表 现 为 四 种 情 况 ， 即 “ 整 体 泛

化”“部分泛化”“个体泛化”和“模板泛化”，四种

泛化方式导致了法院援引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模糊性”

现状，简单套用或者泛泛而谈的融入方式让核心价值观

成为司法政策的“背书”。[3]

“ 整 体 泛 化 ” 指 司 法 裁 判 适 用 核 心 价 值 观 时 存 在

整体搬运的现象；“部分泛化”指核心价值观被司法裁

判援引时存在部分搬运的情况；“个体泛化”指核心价

值观某个具体价值被裁判文书援引时存在搬运的状况，

如“张某、李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法院在裁判中援

引“诚信”价值对被告的失信行为进行了批判，但并没

有结合案件事实对“诚信”价值进一步阐释。“模板泛

化”指裁判文书“模板”和“教条”现象凸显，使裁判

文书结合价值观的说理“千篇一律”，以“姜某、中国

水利水电某有限公司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和“骆

某、刘某相邻通行纠纷”两案为例，两案的说理部分不

约而同出现了表述相同的内容，说明我国目前司法裁判

文书内容套式化、模板化现象依然存在。

（三）内涵理解模糊化

内涵理解的模糊化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

践引用中出现千差万别”表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

项价值适用出现较大差距、各地区适用存在差异、各类

案件适用比例失衡。

首先，各项价值适用出现较大差距。以裁判文书网

为数据库对2017-2023年期间的案件进行检索发现，法院

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进行裁判的案件数量

为170件，而“诚信”的数量达到了9600件左右，两者差

距较大。其次，各地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用差异

化。2017-2023年，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对价值观适用落

差显现，由东部8省案件平均数量的2650件到西部五省的

475件。另外，各地区省份之间也存在适用差异。我国目

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适用不具有强制性要求并且

缺少统一的适用标准，同时由于各地所受到的文化熏陶

不同，也会使得不同地区对同一价值的认识、理解产生

偏差从而导致对价值观内涵产生不同认知。最后，各类

型案件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例失衡，民事案件的

审理数量多于刑事和行政案件。“法无规定不可为”和

“罪刑法定”的法律原则决定了在行政、刑事案件中法

官引用价值观进行释法说理的可能性，基于公权力制约

的立法倾向，对“法无规定不可为”或是“罪刑法定”

中的“法”应做限缩解释，所以法院在行政或者刑事案

件中对价值观的援引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不仅在于法官

对价值观的法源地位认识产生了误解和混淆，也在于司

法裁判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理解太过于狭隘和模糊。

司法裁判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性分析

（一）回应规范性司法裁判的二重构造

司法裁判是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之上寻找合适的

法律规范，并在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推理形成

裁判结论”的过程， [4]其揭示了规范性司法裁判的逻辑

架构：一者要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进行合法性推导；二者

要以案件事实为依据进行合理性证成，即“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和事实作为司法裁判的二重

构造反映出其必须遵循法秩序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统

一，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脱胎”于我国社会政

策之下的一种“司法政策”，又是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

“最大公约数”，具备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现实基础，

是对规范性司法裁判二重构造的积极回应。

一 为 合 法 性 ， 首 先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自 2 0 1 8 年

被纳入到宪法规范之中就已经正式实现法律融入，虽然

根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三（七）部

分第四点规定其不可被直接援引到裁判文书之中，但基

于宪法特殊的法律地位，此时普通法律作为下位法必须

在精神价值上合乎其内在要求，所以可以通过宪法解释

来为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提供正当理由；二为合理性，

司法裁判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律推理或论证的过程，其

目标在于追求依法裁判与个案统一，提高裁判结论的可

接受性，裁判结果需要有充足的理由为支撑来证明其合

理性从而使得公平正义得到完整表达，所以裁判需要寻

求一种最有利于实现理性和正义的方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已经成为了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标准具有共识性基

础，运用价值观对裁判文书说理不仅可以提升公众认同

强化其社会实效性，而且也可以发挥裁判文书价值引领

作用，达到“通过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另外，价

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政策也会对法院的行为产生影响，可

以促进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矫正正义”向“分

配正义”的角色转换；[5]司法裁判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现实基础，有利于实现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开放式法律规范的内在价值

凯尔森曾经说过：法律规范之所以被适用，不仅在

于它由机关所执行或由国民所服从，而且在于它构成一

个特定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和道德是相互依存的，

道德观是建立在价值观之上对于特定价值具体和实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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