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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齐玉苓案”引发了很多争议。有观点

认为宪法可以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直接在个案中

适用。①相反，也有观点指出将宪法作为民事个案的

裁判依据，与宪法的性质相悖，混淆了宪法与普通法

律、宪法适用与普通法律适用的界限。②为解决争

议，学界提出了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学术主张，大

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从德国宪法学说、联

邦宪法法院裁判理由出发，对德国基本权利第三人

效力的理论命题、学界争议等做了详细推介；③(2)在
反思德国基本权利直接、间接第三人效力分类的基

础上，探析了我国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类型选择

问题；④(3)从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合宪性解释或基

本权利保护义务的视角切入，阐述了基本权利第三

人效力的具体实践问题；⑤(4)从宪法和私法相互关系

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如何通过

私法的规定予以实现；⑥(5)对美、德两国的理论与实

践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德国模式更值得我们借鉴

的结论。⑦从范式上看，学界对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

的研究，主要借鉴德国的理论框架。

总体而言，学界对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研究

已较为成熟。⑧问题是，将第三人效力分为直接和间

接两种类型，或从基本权利双重性质、保护义务、基

本权利取向解释等的某一个范畴展开，纵然有利于

理论的推介，却也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性。如第三

人效力涉及哪些范畴，不同范畴在第三人效力领域

发挥何种作用，法院的实践如何将不同范畴联结起

来?此类问题，都尚待说明。厘清基本权利第三人效

力的范畴与本质实属必要，这不仅能够减少对第三

人效力的误读，也有利于第三人效力的本土化探索。

一、第三人效力探讨的基础：公私二元划分

第三人效力涉及了宪法和私法、宪法与民事诉

讼法之间的公私二元关系。⑨公私二元划分是第三

人效力探讨的基础。

(一)公私二元划分是第三人效力实践的基础

第三人效力，也被称为水平效力、私人效力、基

本权利在私法或私人法律关系中的效力等。⑩这些

术语表明了，第三人效力涉及“基本权利主体—私法

权利主体”“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宪法关系—私法

关系”的公私二元关系。因公私二元划分，只有私人

主体的基本权利在事实上受到了相对方的不法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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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该行为不能归于国家时，才有第三人效力问题。

第三人效力是指，基本权利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

可以对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产生影

响。具体而言，从规范层面看，第三人效力不仅在

于基本权利作为客观法的放射性作用，还在于私法

秩序对基本权利的接纳和限制程度；从事实层面看，

基本权利对私法领域的影响还取决于私人主体的经

济或社会优势地位对相对方基本权利的限制程度。

第三人效力在程序上限于民事诉讼，在法律关系上

包括了“私人主体—私人主体”的私法关系和“私人

主体—法院”的宪法关系。法院对第三人效力的实

践涵盖了“宪法—私法”的“规范”范畴及“宪法、私

法—具体个案”的“规范—事实”范畴。在第三人效

力实践中，公私二元关系既对峙又融合，如图1所示：

图1

(二)公私二元划分是第三人效力学理分类的

基础

基本权利在公法领域的适用，被称为垂直效力

或直接规范效力；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效力，被称

为第三人效力；基本权利对国家从事私法行为的拘

束，被称为基本权利对国库行为的限制。公私二元

划分对第三人效力学理分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直

接和间接效力的区分上。直接第三人效力主张者认

为，基本权利不仅是整体法秩序的基本规范，同时也

蕴含了私法权利的价值诉求。基本权利在私人法律

关系中是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规则。间接第三人

效力主张者认为，私人主体既不是基本权利的义务

主体也不是国家任务的载体，基本权利不可能有直

接效力。基本权利只能在既定的私法秩序内部，通

过概括条款、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转介而发生间接的

效力。需指出的是，第三人效力虽在学理上有直接

和间接的区分，但就德国法院实践而言，其还涉及

“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效力体系与理论体系等问

题，并不仅仅是以‘基本权利在私人间的直接或间接

效力’就能全然概括之的效力问题”。为此，在下文

部分，笔者将对第三人效力的不同范畴进行分析，以

揭示其为何是结构性效力。

二、第三人效力的规范范畴：基本权利客观法

属性

首先，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在第三人效力领域

的实践，要结合基本权利的规范性、优位性及主观权

利面向来理解。根据《德国基本法》第 1条第 3款规

定，基本权利具备法的约束力，基本权利除了作为主

观权利外，还可形成不依附个体意志且客观存在的

秩序，即客观法秩序。基本权利相对于国家来说，具

有规范性、优位性，其客观法内容在整体法秩序中都

应该予以适用，国家对私法秩序的形成与塑造也受

此拘束。在第三人效力实践中，基本权利主观和客

观的法律要素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一方面，基本

权利客观法内容需通过私人主体法律保护请求权的

自我主张、法院保护行为的履行以及私法秩序的承

接转化，才有可能成为当事人的私法权益；另一方

面，基本权利客观法内容的体系化、制度化思维以及

作为原则的最佳化诫命要求，使主观权利面向具备

了法的强制性特征。基本权利客观法内容通过私

人主体主观权利的行使，在私人领域发挥相应的

效力。

其次，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影响了法院对私法

条款的解释。德国著名法理学家魏德士认为：“任何

法律规范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

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换言之，它在一部法律内部

或与其他法律的许多规范都存在内部与外部的紧密

联系。”这在第三人效力实践中得到了深切体现。

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指出，私人主体的私法自治、契约

自由虽然受到《德国基本法》第2条的保障，但须以他

人基本权利、宪法价值秩序为界限，不得与禁止性法

律、善良风俗相抵触。《德国民法典》第134条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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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性法律”、第138条的“善良风俗”、第823条第1款
的“其他权利”与第2款的“保护性法律”规定，都指向

了私法秩序之外的其他法律规范。这些规定是私法

秩序和整体法秩序相联结的体现，可作为基本权利

在私法领域发挥效力的突破口。从解释角度看，法

院通过基本权利对私法规范的放射性作用以实现秩

序维护和基本权利保障的举措，是基于基本权利客

观法内容的体系解释。从法律位阶结构看，为避免

体系违反与体系破裂，法院在基本权利规范性、优位

性的基础上，通过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确保私法与

宪法相一致的做法，是整体法秩序一致性、统一性课

予法院的秩序维护义务。宪法和私法的相互关系，

是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在第三人效力领域实践的基

点所在。

复次，对于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在第三人效力

领域的实践，法院必须做双阶判断。基本权利从主

观权利单一属性到主观权利和客观法双重属性的演

变，改变的只是法院对私法条款的解释方式(基本权

利取向解释)和义务履行的模式(消极不干预→积极

介入保护)，并没有改变基本权利的性质(针对国家

性)。基本权利对私法秩序的影响仅限于私法条款

解释和民事裁判的宪法合致上，并没有为私人主体

创造任何宪法上的义务。法院不能将基本权利作为

当事人的私法权益，而必须做双阶判断：一方面是根

据私法条款对私人行为的效力做出判断；一方面是

对私法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应符合基本权利的保护意

旨(基本权利→私法条款/民事裁判→私人行为)。

法院对调整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

私法条款作基本权利取向的衡量，构成了基本权利

客观法属性在第三人效力领域实践的主要内容。

综上可见，德国基本权利客观法内容为何能适

用于第三人效力领域，一方面是因为受宪法私法化

和法秩序宪法化的影响，宪法与私法具有了同一性

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于基本权利是拘束立法、行政、

司法且具有直接效力的法，所有国家权力都有尊重

和保障人的尊严的义务。惟任何理论都有特定的

命题预设，所以，在对德国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客

观法范畴进行引介与实践时，需注意到主观权利与

客观法之间的关系。从主观权利属性看，私人主体

具有自我主张、发展和行使的权能，可以要求国家消

极不作为；从客观法属性看，基本权利作为法规范，

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客观的拘束效力，可以要求国家

积极的作为。当然，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不能脱

离于宪法的基本权利规定而成为一项普遍适用于法

秩序的规范结构，其功能主要是强化基本权利的主

观效力。换言之，对于第三人效力规范范畴的实践

应始终围绕基本权利的主观面向展开，基本权利客

观法的效用不能被无限地扩大和一般化，以防止基

本权利除主观化局面的出现。如何判定某项宪法

规范包含了主观的基本权利呢?根据经典的保护规

范理论，若某一宪法条文包含主观权利，其需满足三

个条件：(1)宪法规范必须客观上有利于个人利益的

保护；(2)该项个人利益的保护必须是宪法规范所追

求的目的；(3)针对目标受益人的法律后果必须具有

可执行性。简言之，某一宪法规范必须以确立受益

人的主观权利为目的，如果一项宪法规定对个人而

言具有客观有利的法律效力，且具有执行的可能性，

那么该规范就蕴涵了主观权利。据此可得，客观法

和主观权利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蕴含在实定

化的基本权利规定之中。

三、第三人效力的价值范畴：人类图像和自由权

的多重面向

德国基本法除了公法属性和调整个人与国家的

二元关系外，其规定的基本权利还是一套价值体系，

这构成了第三人效力的价值基础。

第一，建基于人的尊严、人格自由发展的人类图

像(Menschenbild)，并不只是在个人与国家的二元关

系中作为基本权利规范的基础，也是市民社会法律

建构的根基。人类图像的含义是指，从法的发生学

层面看，宪法和民法都是人类历史传统、相互交往关

系、文化脉络等社会生活镜像在法秩序中的反映，是

对共通的基本价值在各自领域实定化成果的呈

现。在这人类图像中，为保护私人主体的权利不受

侵犯，国家对权利的限制不可避免。但宪法对权利

的限制，意在处理抽离于现实状况的高位阶个人法

律地位，以及抽离于人与人或人与共同体交往过程

中出现的具体权利冲突关系。此处需注意的是，宪

法上的权利限制仅为概括性规定，并未将限制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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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类型具体化、实例化。因宪法在法律位阶结构

中的优位性，当私法条款被适用于私人法律关系时，

法院根据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保护义务对私法条

款作基本权利取向的解释，就构成了基本权利限制

在个案具体化、实例化的重要步骤。第三人效力是

基本权利与私法权利在人类图像中相互作用的表

现，不仅不会破坏私法自治，还有利于私人主体权利

的保障。

第二，德国基本法对自然权利和实定化人权、自

然法秩序和实定法秩序作了调和，基本权利具有多

重面向。《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了人的尊严

是不可触碰的；第2款规定了德国人民所信奉的不可

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是每个人类共同体以及世

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德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了

立法受合宪秩序的约束，行政权和司法裁判受“法

律”和“法”的约束，这里的“法”是高级法，具有自然

正义的内涵，“法”来源于合宪法秩序的意义整体，具

有纠正“法律”的作用。受《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

20条规定的影响，基本权利的价值取向以人的尊严

和自然正义为核心，目的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另

外，基本权利不仅包括个体的价值，还具有社会的价

值。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看来，人作为社会存在体，

并非是孤立、自足和完全不受限制的个人形象，而是

负有多重义务的人格体。基本权利是蕴含社会连带

性或社会性人格的私人主体所享有的，是具有多重

面向的价值决定。德国基本法的意义是在不侵犯

个人固有价值的前提之下，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

性和个人的受共同体拘束性来决定个人与共同体之

间的紧张关系。在第三人效力实践中，法院应保证

“个体自由”与“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之间能取得

总体平衡。但法院对于基本权利多重面向的实践

并不是诉诸自然法理论，原因在于，德国基本法有关

人自然意义的肯认是以规范的形式表现的，这说明

了自然人权、自然正义已经内化于宪法的规范体系

之中(自然法原则的实定化)。可以说，德国基本法中

的基本权利除了“实证性”(Positivität)外，还具有“合

法性”(Legitimität)。结合基本权利的规范性、优位性

与“合法性”，法院可将基本权利的价值决定引入到

法院的裁判中去。

第三，自由权以自由主义和分配原则为基础，是

消极性、对世性与排他性的权利。自由主义强调人

的主体性，分配原则预设了个人自由是先于国家权

力而存在的。自由主义和分配原则所保障的个人自

由和人的主体性是基本权利的开端，具有主观防御

和排除干预的对世属性，目的是实现一个原则上不

受控制的个人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由权

是绝对权，私人主体可以自由决定、主张及行使，任

何人不得干涉和妨碍。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权对其

他私人主体亦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即第三者认可的

尊重。惟基于公私二元划分，对于诉讼当事人之间

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而言，第三者认可的尊重并不

构成私人主体的宪法义务，法院只有借由概括条款、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基本权利取向解释，方可将第三

者认可的尊重转化为私人主体的私法义务。这种水

平性的宪法义务是否可以转化为私法义务，法院还

需对私法规范体系的可容许性、基本权利的受侵害

程度以及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履行的必要性等进行释

义学上的判断，符合基本权利在个案中解释、适用与

利益权衡的规则。在第三人效力的司法实践中，自

由权的消极性、对世性与排他性等价值需要在权利

主体和义务主体的相互关系中确定，法院通过第三

人效力实现对私人主体自由领域的保障以及基本权

利不法侵害的排除，不仅不违反自由权的性质，还有

利于自由主义的私法价值的实现。

四、第三人效力的义务范畴：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一)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宪法依据

其一，由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导出。基本权利

除了对抗国家侵害的主观防御面向外，基于客观法

面向，国家亦负有保护义务，特别是抵御来自第三人

的不法侵害。但在第三人效力实践中，基本权利客

观法属性通常不能直接导出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基

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射程范围，还取决于基本权利形

塑私法秩序的可能性以及基本权利在私人领域的受

侵害程度。在判断基本权利受侵害程度时，法院会

考虑基本权利遭受减损或风险的性质与严重性、基

本权利受损的可能性程度、私法秩序对基本权利的

接纳程度以及受害者与第三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

类型。所以，在第三人效力领域，基本权利保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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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即使是由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导出，也要根据具

体的个案情况而定。

其二，由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得出。《德国基本

法》第2条的人格自由发展、生命健康与身体自由，第

3条的男女平等与不受歧视，第5条的艺术、科学、研

究与教学自由，第6条的家庭、婚姻、儿童与母亲的特

别保护，第12条的职业自由，第14条的财产权等，都

可构成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在第三人效力领域实践的

宪法基础。此类型的保护义务，被称为明定的保护

义务。

其三，由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与人格自由发展、

人的尊严相结合得出。《德国基本法》第1条的人的尊

严与第2条的人格自由发展构成了基本权利保障的

安全网条款，是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基础规范，适用

于所有法律领域。《德国基本法》第2条的人格自由

发展除了作为和不作为的基本自由权外，还包括广

义上的一般行为自由、私法自治、第14条规定之外

的财产类型权利的保障。对个人而言，一般人格权

是绝对的主观权利，有排除妨害和停止侵害的请求

权；对法院而言，一般人格权是基本权利保护不足禁

止的诫命。《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所承认的

一般人格权，具有基本权利全面保护、对限制自由的

国家措施完全合宪控制的兜底功能。实践中，第三

人效力也主要围绕《德国基本法》第 1条和第 2条的

规定展开。

(二)基本权利不法侵害

在第三人效力实践中，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防

范标的是来自作为私人主体的第三人的不法侵

害。基本权利不法侵害指的是，一方私人主体事实

上改变了相对方行为的做出，对其基本权利构成了

不当限制。在私人法律关系中，适当的利益平衡源

于缔约双方合致的意思表示。双方都受此拘束，相

互感知各自的行为自由。如果缔约的一方占据了主

导地位，能够单方面有效地确定合同内容，对另一方

当事人而言就形成了不当限制。德国联邦法院指

出，即使立法机构没有为特定的生活领域或合同类

型制定规范性的合同法，也不等同于合同的形成可

由社会力量自由支配。倘若缔约双方的权力平衡被

扭曲到契约自由不仅不会产生公平，还严重妨碍了

个人权利的自由行使的地步，那么法院可透过私法

条款适当限缩私人主体的契约自由。从宪法的层

面看，因受损的缔约平等、缺乏对等的协商能力或私

人主体双方地位不均衡等所造成的不当限制，不符

合《德国基本法》第2条有关私人主体自主自决权、人

格自由发展和第3条有关同等自由权的规定。在此

情况下，法院有介入权衡保护的义务，以契合社会国

原则有关公平正义维护的要求。基本权利保护义

务和社会国原则使法院能够有效保护私人主体的私

法自治、契约自由等不受他人侵犯，从而保障私人主

体自主自决权利和真正契约平等的实现。法院对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在第三人效力领域的实践，应当

考虑到私人主体之间是否具有基于经济或社会优势

地位的私权力行为、当事人一方是否缺乏对等的协

商能力、私人法律关系的形成与展开是否存在双方

地位的不均衡等情况。

从必要性看，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假定只要私法

自治、契约自由不起作用，私人主体的自决权就会发

生异化。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基于保护义务介入私

人法律关系，目的在于诉讼当事人主体性和作为权

利主体地位的实现。但法院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

承担起保护义务，应根据基本权利客观法的具体内

容、个案情况加以展开，依照实践调和的原则来权衡

相互冲突的价值。法院有个案权衡的义务，其结果

取决于受法律实体保护的利益是否得到执行。法

院对私法条款的解释如果违反了基本权利或没有积

极采取措施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就等同于没有妥

善履行保护义务。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在第三人效

力领域实践的目的在于基本权利不法侵害的排除以

及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市民法秩序的维持。

(三)基本权利三角关系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在第三人效力中的实践，会

涉及“受害者—法院—加害者”的三角结构关系，即

基本权利三角关系。具体而言，“法院—加害者”涉

及的是“消极不干预—主观防御权”的对应关系；“法

院—受害者”涉及的是“积极介入保护—保护请求

权”的对应关系，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仅在“法院—受

害者”一环。主观防御权，关注的是个人自由领域

的保障和国家过度干预的禁止，是一项抵御国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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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为的防范措施；保护请求权，关注的是私人法律

关系中结构性不正义的调整和基本权利保护不足的

禁止，是一项需要国家高权介入的保护措施。基本

权利保护义务在第三人效力领域中的实践以国家作

为规范的直接指向，私人法律关系一方不可能构成

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

为此，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在第三人效力领域的

适用，将会形成多元的法律关系：在垂直法律关系层

面，一方面是“民事法院—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公法

关系，一方面是“国家公权力主体—基本权利主体”

的基本权利关系；在水平法律关系层面，民事诉讼当

事人一方面是享有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私法权利

主体，一方面是基本权利冲突中的“加害者”与“受害

者”。受基本权利三角关系的影响，第三人效力的

实践包含了不同的规范结构：在“民事诉讼当事人

(受害者)—民事诉讼当事人(加害者)”的私法关系层

面，涉及保护义务的事实要件问题，即基本权利是否

因第三人受到了不法侵害；在“民事法院(公权力主

体)—民事诉讼当事人(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法关系

层面，涉及保护义务的程序选择问题，即基本权利不

法侵害如何在民事诉讼中得到解决。基本权利在民

事诉讼私法关系层面的水平效力依赖于基本权利在

民事诉讼公法关系层面的垂直效力的展开。第三

人效力要结合基本权利三角关系方可周全理解。

统而言之，在对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进行本土化

实践时，应注意到德国基本权利是一项针对国家行

使的垂直性权利，并非是针对作为私人主体的第三

人所设定的水平性权利。德国法院对基本权利保护

义务在第三人效力领域的适用，仍需结合基本权利

客观法属性、基本权利取向解释等的行使，在基本权

利三角法律关系中展开。伴随于基本权利不法侵害

而生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是国家义务体系的一部

分，属第三人效力的义务范畴。在第三人效力领域

讨论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时，应注意到德国基本权利

保护义务在私人领域适用所呈现出来的多元宪法关

系，不能忽视了私法权利主体与基本权利主体在基

本权利三角关系中的主体复合性。

五、第三人效力的方法范畴：基本权利取向解释

2008年之后，引介于德国的合宪性解释(包括违

宪层面的“合宪解释”和司法适用层面的“以宪法为

取向的解释”)逐渐成为学界研究基本权利第三人效

力的承载点。合宪性解释在第三人效力领域表现为

“以基本权利为取向的解释 (grundrechtsorientierte
Auslegung)”(本文简称为“基本权利取向解释”)，其具

体内容如下：

其一，从含义上看，基本权利取向解释包含了基

本权利直接规范效力的实践：一方面是尊重的诫命，

法院必须遵循基本权利的干预禁令，否则个人即可

主张受侵害的基本权利恢复原状与违宪结果去除的

请求权；另一方面是保障的诫命，法院应采取积极的

保护措施，保证诉讼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实现。基于

尊重和保障的双重诫命，法院在具体民事案件中通

过私法条款的合宪性解释保护基本权利的方法，被

称为基本权利取向解释。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
第3款的规定，基本权利是直接效力的法，法院必须

按照基本权利的价值决定来解释法律(规则取向解

释)，并使基本权利在具体民事案件中得到保障(结果

取向解释)。基本权利取向解释涉及了宪法与司法

关系的问题，是基本权利垂直效力的体现。

其二，从基本权利取向解释的实践看，基本权

利、私法条款/民事裁判、具体民事案件之间是阶层

涵摄的关系：一方面是私法条款与具体民事案件的

涵摄关系；另一方面是基本权利与私法条款/民事裁

判之间的涵摄关系。在这阶层涵摄关系中，基本权

利取向解释在第三人效力领域的实践，将形成一种

民事裁判外部证成和内部证成相互联结的形态：外

部证成涉及的是应然层面的问题，即私法条款和民

事裁判应如何符合基本权利的规定；内部证成涉及

的是应然到实然的问题，即外部证成的结果怎么适

用到具体民事案件当中。如图2所示。

(1)表示基本权利与私法条款在法律解释层面的

涵摄关系(外部证成)；(2)表示基本权利与民事裁判在

合宪性控制层面的涵摄关系(外部证成)；(3)表示基本

权利通过私法条款的解释细化，可以在具体民事案

件中发挥间接的涵摄效力(法律适用意义上的涵摄：

外部证成→内部证成)。结合(1)+(2)+(3)的逻辑关系

可知，私法条款是基本权利进入私法领域的承接与

转介规范，民事裁判过程是基本权利取向解释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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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域。在基本权利取向解释的阶层涵摄关系和

民事裁判的内外证成之下，第三人效力是一种从高

阶到低阶的梯度效力形态：基本权利⇒私法条款/民
事裁判(基本权利垂直或直接的规范效力)⇒具体民

事案件(基本权利水平或间接的涵摄效力)。由此观

之，在民事诉讼中，第三人效力是由基本权利对私法

条款/民事裁判的垂直效力、基本权利在具体民事案

件的间接涵摄效力以及私法条款对具体民事案件的

规范效力构成。

其三，在第三人效力体系中，法院的基本权利取

向解释包含了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和保护义务的实

践。规则取向强调基本权利对私法条款解释的影

响，发挥的是作为解释准则的功能，属基本权利客观

法属性的范畴；而结果取向强调基本权利在具体民

事案件中的实现，发挥的是作为民事裁判合宪性控

制准则的功能，属国家保护义务的范畴。受此影

响，在第三人效力实践中，基本权利不只是通过放射

性效应作用于私人法律关系，也在干预禁令和保护

诫命的双重功能中发挥效力。在规则取向和结果

取向的双重解释之下，第三人效力必然是多重法秩

序、多向度基本权利理论的实践。

其四，基本权利取向解释作为第三人效力的方

法范畴，亦具有深切的价值诉求，其本质内涵主要体

现为两个向度：一是在保证私法体系独立性的基础

上，使基本权利的价值决定能进入私法领域，保证宪

法与私法在价值体系上的一致性、融贯性，从而实现

基本权利的规范性与优位性；二是防止法院将私人

法律关系当作宪法关系来处理，以致破坏了整体法

秩序的稳定性。基本权利取向解释一方面可发挥

修正、补充私法体系的作用；一方面可发挥矫正正义

的作用，而对私人主体法律行为的内容、效果做适当

限制，使其契合基本权利的保护意旨。基本权利取

向解释实践的前提在于基本权利所承载的价值观不

仅有助于私法条款的解释和具体化，也有利于填补

私法体系的规范漏洞。

据上所述，基本权利取向解释包括了宪法和私

法条款/民事裁判、基本权利垂直效力和水平效力等

之间的关系。在规则取向和结果取向双重解释之

下，第三人效力涵盖了基本权利对民事裁判的合宪

性调控、对私法条款解释和续造的影响以及对私人

行为事实上的效力等几方面的内容。在对德国式的

基本权利取向解释进行本土化的探索研究时，一方

面应注意到其在第三人效力领域适用时所形成的阶

层涵摄关系及其对民事裁判内外证成的影响；另一

方面也要注意到基本权利取向解释在第三人效力领

域的实践也说明了，基本权利不能直接作为民事法

院的裁判依据，这与我国《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

作规范》有关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

但宪法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的规定殊途同归，有共同的前提预设。

六、第三人效力的本质属性：涉及不同范畴的结

构性效力

从学理上看，第三人效力有直接和间接效力的

区分。从范畴上看，第三人效力会涉及公私、规范、

事实、价值、义务、方法等范畴。从功能法的角度看，

第三人效力的实践包括了范畴程式和目的程式，范

畴程式涉及宪法与私法(公/私)、规范与价值或事实

相互关系的阐释，包含了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

体系等内容，遵循体系化的思维方式；目的程式涉及

第三人效力是否可以实现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义务，包含了对第三人效力本质特征的

描述，遵循论题学的思维方式。在范畴程式和目的

程式的双重影响下，第三人效力的实践必然是体系

化、复合性的解释与建构。第三人效力涉及了学理、

范畴、功能法三个维度，这正是其认知与实践的难点

所在。盖因如此，引介者在推介德国基本权利第三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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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效力时，也倾向于从某个范畴进行研究，从而将第

三人效力划分为“客观法/保护义务”型、“直接/间接”

型的样态。须注意的是，对第三人效力进行法释义

学上的分析，不能拘泥于概念法学般的逻辑与演绎

方法，而应为司法裁判的证成提供解决方案。从德

国法院对基本权利的解释与适用看，第三人效力并

未有客观法/保护义务型、直接/间接型这般教条式的

细分，而是涉及不同范畴的整全性实践。

第一，在第三人效力领域，不同范畴的侧重点是

不一样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要求法官在民事裁判

中保证基本权利的妥善实现，是对民事裁判宪法合

致的要求；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要求法院对私法条

款的解释必须符合基本权利，则是对法律解释宪法

合致的要求。而基本权利取向解释是基本权利客

观法属性和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结合：规则取向的

基本权利解释强调法院对私法条款的合宪性控制，

是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在私法秩序中的体现；结果

取向的基本权利解释强调具体民事案件中的基本权

利保障，是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体现。法院在具体

民事案件中未妥善保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违反的

是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如果法院过度干预了加害者

的私法自治和行为自由，则有违基本权利的主观防

御权功能。此外，客观法中的“客观”与客观价值秩

序中的“客观”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是相对于主观

权利而言的，强调法与权利在逻辑形式上、保护利益

和救济方式上的不同；后者是相对于权利的形式性

而言的，强调基本权利可以作为一项具有实质性内

容的客观价值，构成国家行为的正当性基础。法院

必须以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为基准来解释与适用

法律，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维护法律与基本权利价

值体系的一致性。将第三人效力简单划分为客观

法型或保护义务型、直接型或间接型的做法，忽略了

不同范畴在第三人效力实践中的作用，是碎片化的

认知。

第二，在第三人效力领域，基本权利客观法属

性、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基本权利取向解释的本质意

涵也是不同的。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关注私法秩

序的宪法化和基本权利的一般化问题，改变的是基

本权利的功能体系(主观权利→客观法)，发挥的是涵

括型基本权利效力，从而保障私人主体可自主自决

地进入私法领域。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关注基本权利

的再具体化问题，改变的是法院的义务履行模式(消
极不干预→积极介入保护)，发挥的是排除型基本权

利效力，从而保障私人主体的基本权利在个案中不

受侵犯。法院介入私人法律关系的保护行为，是个

案正义的体现。基本权利取向解释关注第三人效

力实践所形成的阶层涵摄关系与民事裁判证成的内

外联结性，从而实现基本权利对私法条款解释和适

用的合宪性控制，是体系正义的体现。需注意的是，

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基本权利

取向解释在个案中紧密结合：第三人效力除了体系

正义和个案正义的价值向度外，还会强调私法条款

适用的优先性、私法体系的独立性以及私法条款和

具体民事案件完整的涵摄过程等，此乃规范正义的

体现。如何体现体系正义、规范正义和个案正义，是

第三人效力实践的重点所在。

第三，第三人效力涵盖了不同范畴，是结构性效

力。在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之下，基本权利虽具有

重塑私法秩序的作用，但基本权利对私人法律关系

的影响仍限于私法条款的解释层面。基本权利能否

产生第三人效力，还取决于其在私人领域是否受到

了不法侵犯。在民事诉讼中，多重面向的自由权会

形成多维度的基本权利关系。借助基本权利取向解

释和保护义务的实践，“加害者”基于主观防御权的

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诉求和“受害者”基于保护请

求权的人的尊严、人格自由发展等诉求，在私人法律

关系中得以实例化、具体化。受第三人效力不同范

畴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基本权利功能之间相互作用，

法院必须寻找基本权利条款之间的意义联结关系。

在第三人效力领域，基本权利发挥的是系统功能的

作用，亦即基本权利不是简单指涉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还包括了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私人主体自由保

障与国家对私法秩序维护、私法社会的内在秩序与

国家规范化的秩序框架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

不同面向的基本权利功能体系、多维度基本权利关

系的体系化实践。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体系上，

第三人效力不是仅仅基于单项基本权利条款或者单

一基本权利功能的实践，将私法条款的基本权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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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解释解读为第三人效力或将第三人效力等同于基

本权利客观法内容、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展开，不甚

准确。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并不是某一个范畴的特

例，而是包含了不同范畴的、整全性实践的结构性

效力。

第四，第三人效力是结构性效力的原因在于，基

本权利仅针对国家性。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

关系是市民社会自治的根基，是个人自由的先决条

件。政治国家，是作为受基本权利约束的国家实体

而存在；市民社会，则是拥有基本权利的所有私人主

体的总和。基本权利只作用于国家权力领域或个人

与国家的二元关系之中，在市民社会没有拘束力。

市民之间的法律纠纷主要由私法调整。但政治国

家和市民社会也存在紧密联系：社会领域权利和自

由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保障，国家通过干预社会和

消解社会不公正，可以为私人主体创造秩序和自

由。在符合基本权利保护不足禁止和过度干预禁

止的双重要求下，政治国家基于功能辅助的补充性

原则是市民社会自治和公民个体自由的有效保

障。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官法》

第3条的规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和法

官的重要职责之一。诚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虽然

第三人效力具有个体权衡的导向，可能忽视了社会

结构性冲突，存在破坏私法秩序稳定、侵损私法自治

等诸多可能性，但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私人领

域的基本权利保护不应只是为了适应私法的特殊

性，而应该公正地处理处于风险自治领域的个人的

自我规范性。这也是第三人效力的作用所在。

综上所述，基本权利经由“私人主体(加害者)主
观防御权—法院消极不干预”与“私人主体(受害者)
保护请求权—法院积极介入保护”的具体效力体系，

可对私人行为产生相应的拘束力。在民事诉讼中，

基本权利通过法院对私法条款的解释和保护义务的

行使，可转化为私人主体的私法权益(基本权利→法

院的解释行为、保护义务→私法权益)。另外，法院

根据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要求，在私法秩序内部，还

可为私人主体创造相应的法律义务(水平性宪法义

务→私法条款→私法义务)。在此基础上，“私人主

体—民事法院”的宪法关系和“私人主体—私人主

体”的私法关系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三人效力从

而分解为基本权利与私法条款/民事裁判之间的关

系。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范畴与本质，如图 3
所示。

结语

本文意欲说明和强调的是，德国基本权利第三

人效力涵盖了诸多范畴，不能从单一范畴去推介或

解读第三人效力的含义。在公私二元划分之下，对

第三人效力的实践，应注意到规范与事实、存在与当

为、应然与实然等之间的关系。从法律适用的角度

看，第三人效力是规则和原则互为联结的模式：一方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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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基本权利是具有实质性内涵的法律规则，构成了

私人主体的请求权规范基础(规则模式)；另一方面，

基本权利是具有程序性内涵和法规范效力的宪法原

则，用以拘束私法条款的解释和民事裁判的做出(原
则模式)。在规则和原则的双重模式之下，规范范畴

(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价值范畴(人类图像和自由

权的多重面向)、义务范畴(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方法

范畴(基本权利取向解释)等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第

三人效力呈现出结构性的样态。

随着公私融合的转向，第三人效力的实践也契

合了基本权利社会宪治的诉求。正如社会宪治主张

者贡塔·托依布纳所指出的：“如果基本权利横向效

力的真正任务，在于以宪法手段限制社会子系统的

扩张倾向，就不能再坚持基本权利的国家中心性质，

不能再将基本权利归诸私人行动者，不能再仅仅关

注社会权力现象，不能再将基本权利界定为可受主

观权利保护的自治领域。”因此，如何通过第三人效

力实现基本权利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定位，进而实

现基本权利的社会宪治功能，才是多元社会应该关

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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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egory and the Essence of Third-Party Effect of Fundamental Rights
Xu Ruichao

Abstract：The third-party effect of fundamental rights is also known as the horizontal effect, the private effect,
and the effect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private law or private legal relations. The third-party effect addresses the ques⁃
tion of how fundamental rights should be realized in the private sphere. The dual relationship of“public-private”is
the premise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third-party effect of fundamental rights. The objective law content of fundamental
rights is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for the third-party effect. The human image and the multiple orientations of freedom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third-party effect. The duty of protection is a part of the system of state obligations. The
fundamental rights-oriented interpretation can link the private law order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third-party
effect is essentially a structural effect, covering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purpose of the third-party effect is to create
order and freedom for private entities by intervening in society and counteracting social injustice.

Key words：Third-Party Effect; Objective Law; The Duty of Protection;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Structur⁃
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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