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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文本中“或者”的立法技术规范

———基于对内嵌结构的考察

邹　 玉　 华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ꎬ北京 １０２２４９)

　 　 摘　 要:２０２３ 年新出台和修订发布的法律中“或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台的法律中“或者”
“或”在使用及内嵌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ꎬ同时由于现代汉语中“或者”和“或”的分工不同ꎬ因此建议在立

法文本中恢复“或”的使用并延续其在书面语中的功能ꎬ除连接词和短语外ꎬ将“或”用于连接句子ꎬ在能用

“或”的情况下尽量不用“或者”ꎻ若是内嵌结构ꎬ高层次用“或者”ꎬ低层次用“或”ꎬ若有更低层次可用括号括

注ꎻ高层次“或者”前可加逗号ꎮ
　 　 关键词:或者ꎻ或ꎻ松散型内嵌结构ꎻ交叠型内嵌结构

　 　 中图分类号:Ｄ９０－０５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８０３９(２０２４)０６－００６１－０９

　 　 １.引言

立法文本中表选择关系的连词“或者”的使

用问题ꎬ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ꎮ 如刘红婴对成

文法中“或者”的“功能扩展”及“或者”与“和”的
混用进行探讨[１]ꎻ栾照钧对法律语言和公文语言

中“或者”和“或”进行研究[２]ꎻ郭静对法律条文中

的“或者”进行语用分析[３]ꎻ崔玉珍通过语料库和

对比的方法总结出“或者”的使用特点并从法律

文本的可读性角度进行分析[４]ꎻ殷树林等对立法

语言中析取连词“或者”和“或”的使用频率等进

行考察并提出立法技术规范[５]ꎻ李旭萌从语义角

度出发ꎬ对“或者 /或”的相容和不相容语义选择

关系进行分析[６]ꎻ何晓琴对党内法规文本中的

“或者”进行规范分析[７]ꎮ
本文认为ꎬ“或者”使用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

同一个句子中不同层次上运用“或者”ꎬ从而在立

法文本中形成内嵌结构ꎬ这是一种不符合现代汉

语语法常规的句子ꎮ 例如:
(１)外国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ꎬ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１ 决定或者２

人民法院决定ꎬ并由公安机关或者３ 国

家安全机关执行ꎬ不受逮捕ꎮ («外国人

入境出境管理法»第 ４ 条第 ２ 款)

(２)刑讯逼供或者１ 以殴打等暴力

行为或者２ 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

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３ 死亡的ꎮ («国

家赔偿法»第 １５ 条第 ４ 项)
例(１)—(２)中“或者”的下标数字(如“或

者１”)代表出现的顺序ꎮ 根据刘红婴的观点ꎬ例
(１)中第二个“或者”连接的是一级同位成分“人民

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和“人民法院决定”ꎬ第一个

“或者”则连接二级同位成分“批准”和“决定”ꎻ例
(２)中最后一个“或者”是正常用法ꎬ连接的是同位

的句子成分ꎬ而前两个“或者”是反常规用法[１]ꎮ
这种在一个句子中的两个层次上使用的“或

者”具有内嵌关系ꎬ形成内嵌结构ꎮ 例(１)的“或
者２”中内嵌“或者１”ꎬ例(２)的“或者１”则内嵌了

“或者２”和“或者３”ꎮ 一个句子中在两个(或多个)
层次上使用“或者”ꎬ必然导致层次混乱ꎮ 因此刘

文认为ꎬ“以语法标准来判断无疑是不规范的病

句”ꎬ但是刘文也认为ꎬ这是“或者”在特定语境下

的“功能扩展”ꎬ应当接受[１]ꎻ而大部分学者则认

为ꎬ立法文本中“或者”的使用已经造成严重混

乱ꎬ影响到立法文本的可读性或可理解性ꎬ应当予

以规范ꎮ
至于如何规范ꎬ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ꎮ

根据李旭萌[６] 的观点ꎬ应当统一为“或者”ꎻ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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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建议选用“或者” [５] ①ꎻ何晓琴希望减少单音

节词“或”的用法[７]ꎻ栾照钧则提出“或”和“或

者”的分工[２]ꎮ 普遍认为应当统一为“或者”ꎬ栾
照钧[２]等学者虽然提出“或”和“或者”的区分问

题ꎬ但皆针对性不强ꎬ不具有可操作性ꎮ
本文主要从内嵌结构这个根本问题出发ꎬ比

较分析了近年来出台的法律与早期法律中“或
者”和“或”的内嵌结构及使用情况ꎬ同时考虑通

用语言中“或者”和“或”的分工等情况ꎬ提出立法

技术上②的规范建议ꎮ

　 　 ２.“或者”和“或”的使用及“或者”的
内嵌结构考察

　 　 ２.１“或者”和“或”的使用现状

本文对“或者”和“或”使用现状的考察主要

以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法律及其所涉及的不同时段的

修订版本为例ꎮ ２０２３ 年修订和新出台的法律(以
下皆用简称)共 １３ 部ꎬ即«立法法» «反间谍法»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对
外关系法»«民事诉讼法» (简称«民诉法»)、«行
政复议法»(简称«行复法»)、«外国国家豁免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法»)、«爱国主义教育

法»«粮食安全保障法» «刑法»和«公司法»ꎮ 其

中ꎬ“或者”和“或”的使用情况ꎬ见表 １ꎮ
从表 １ 可知ꎬ１３ 部法律表选择关系的连词皆

用“或者”(共 ２３９０ 个)ꎬ没有 １ 例“或”ꎮ
其中ꎬ«立法法» «反间谍法» «民事诉讼法»

«行政复议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 «刑法»和«公
司法»等 ７ 部法律是新修订的法律ꎬ其他如«青藏

高原生态保护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 ６ 部法

律是新出台的法律ꎮ
就新修订的 ７ 部法律而言ꎬ修订的次数、修改

的年份、发布的次数皆不同ꎮ 不同时间的修订ꎬ其
中对“或者”和“或”的使用也不同ꎮ 情况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发布次序”将初次发布和修订发布

的次序一起计算ꎬ“１”是初次发布ꎬ“２”是修订后

再发布即第二次发布ꎬ依次排序ꎻ年份下面的数

字ꎬ“ / ”前后分别是“或者”和“或”的个(次)数ꎮ
“２００１－１”为 ２００１ 年第一次修订ꎬ“２００１ － ２”为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修订ꎮ
从表 ２ 可知ꎬ除了«海洋环境保护法» (以下

简称«海洋法»)早期版本使用了“或”③ꎬ其他法

律皆为从初次发布就只使用“或者”ꎻ而且除«海
洋法»外ꎬ其他法律“或者”的使用都在逐年增加ꎮ

表 １　 １３ 部法律中“或者”和“或”的使用情况表

«立法法» «反间谍法» «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法»
«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
«对外

关系法»
«民事

诉讼法»
«行政

复议法» 总计
占比

(％)
或者 / 或 ６６ / ０ ６７ / ０ ２９ / ０ ２６ / ０ １０ / ０ ３０８ / ０ １１７ / ０

«外国国家

豁免法»
«海洋环境

保护法»
«爱国主义

教育法»
«粮食安全

保障法» «刑法» «公司法»

或者 / 或 ４４ / ０ １２０ / ０ ２ / ０ ２１ / ０ １３０８ / ０ ２７２ / ０
或者 / 或 ２３９０ / ０ １００ / ０

　 　 说明:表 １ 中“ / ”前数字是“或者”的个(次)数ꎬ“ / ”数字后是“或”的个(次)数(统计数据全部进行了人工干预ꎬ下同)

　 　 ①作者也建议立法语言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嵌套结构ꎬ如使
用ꎬ外层使用“或者”连接ꎬ内层使用“或”连接ꎮ
　 　 ②根据周旺生的说法ꎬ立法技术是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用以促
使立法臻于科学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参见周旺生«立法学»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５２页)ꎮ 本文属于“法的语言表述技术”ꎮ
　 　 ③另外ꎬ«海洋法»１９９９ 年版和 ２０１６ 年版仍各有 １ 例“或”ꎬ
但将其用在了括号中ꎬ如“滨海湿地ꎬ是指ꎬ包括水深不超过
六米的永久性水域、潮间带(或洪泛地带)和沿海低地等”ꎮ («海
洋法(１９９９)»第 ９５ 条第 ３ 项)ꎮ

　 　 ２.２“或者”的内嵌结构考察

本文对 ７ 部不同时间修订的法律的内嵌结构

进行考察(见表 ３)ꎬ发现内嵌结构主要有“松散型

内嵌结构”“交叠型内嵌结构” “松散型和交叠型

内嵌结构的混合”三种类型ꎮ 下面以 ２０２３ 年为

例ꎬ进行分析ꎮ
２.２.１ 低层次“或者词组”出现在高层次“或

者”前ꎬ形成松散型内嵌结构

本文将内嵌了另一“或者”的“或者”称为“高
层次‘或者’” (标记为“高 或者”)ꎻ被内嵌的“或
者” 是 “低层次 ‘或者’” (标记为 “ 低 或者”)ꎮ
“低或者”与所连接的前项和后项共同构成的结构

称为“或者词组”ꎮ 内嵌的“或者词组”既可出现

在“高或者”前ꎬ也可出现在“高或者”后ꎮ 出现在

“高或者”前的例子如下:
(３)申请行政许可ꎬ{行政机关[拒绝低

或者１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ꎬ高或者２对行

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

服}ꎮ («行政复议法»第 １１ 条第 ３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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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７ 部修订法律所有版本中“或者”和“或”的使用情况表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发布次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立法法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３
３８ / ０ ５３ / ０ ６６ / ０

反间谍法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３
３５ / ０ ６７ / ０

民事诉讼法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１３６ / ０ ２２５ / ０ ２３４ / ０ ２６８ / ０ ２７０ / ０ ２８０ / ０ ３０８ / ０

行政复议法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３
７０ / ０ ７０ / ０ ７０ / ０ １１７ / ０

海洋环境保护法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３
８ / １２ ６７ / １ ６７ / ０ ６０ / １ ６０ / ０ １２０ / ０

刑法

１９７９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１ ２００１－２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３８ / ０ １０１６ / ０ １０１８ / ０ １０２８ / ０ １０２８ / ０ １０３６ / ０ １０４９ / ０ １０５８ / 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１ ２００９－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１０９８ / ０ １１３１ / ０ １１３１ / ０ １１６０ / ０ １２３８ / ０ １２３９ / ０ １３０７ / ０ １３０８ / ０

公司法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３
１７３ / ０ １７３ / ０ １７３ / ０ ２０５ / ０ ２０６ / ０ ２０９ / ０ ２７２ / ０

总计 ２１１８３ / １４
占比(％) ９９.９ / ０.０７

①图示中逗号外加了括号ꎬ因“高或者”前是否加逗号ꎬ视情况

而定ꎻ但为简化ꎬ以下逗号皆不外加括号ꎬ但皆表示“视情况而定”ꎮ

　 　 (４){[以暴力低 或者１其他方法]公

然侮辱他人高 或者２ 捏造事实诽 谤 他

人}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 役、 管 制 或 者 剥 夺 政 治 权 利ꎮ
(«刑法»第 ２４６ 条第 １ 款)
本文用黑体字将“或者”标出ꎻ用括注符号将

层次关系表示为“{[ <>]}”ꎮ 即高层次用{ }括

注ꎬ低层次用[]括注ꎬ如果有更低的层次(即第二

低层次)则用<>括注ꎬ第一低层次标记为“低１ 或

者”ꎬ第二低层次标记为“低２或者”ꎬ内嵌的“或者

词组”标下划线ꎮ “或”的标记方法同“或者”ꎮ
例(３)中“或者２”是高层次ꎬ其前项是“行政

机关拒绝低或者１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ꎬ后项

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

不服”ꎬ其中前项内嵌低层次的“或者１词组”(“拒
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ꎮ 内嵌的“或
者１词组”出现在“高或者”前ꎬ而且是在“高或者”
相邻的前一小句(主谓结构)中ꎻ例(４)同例(３)ꎬ
“或者１”用于低层次ꎬ“或者２”用于高层次ꎬ低层

次的“或者１词组”(“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内嵌

于“或者２”的前项ꎬ即出现在“高或者”前ꎮ 不同的

是ꎬ例(４)的高层次“或者２”之前没有出现逗号

(使之与前项相隔)ꎮ
以上内嵌结构中ꎬ“低 或者”皆出现在“ 高 或

者”前ꎬ本文称为“松散型内嵌结构”ꎮ 图示如下:

{[ 　 　 　 低 或者 　 　 　 ] (ꎬ)高 或者 　
　 　 }①

前述刘红婴[１]所举例(即本文例(１))即属此

类ꎮ 本文标注如下:
(１′)外国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ꎬ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低 或者１决定]高

或者２人民法院决定}ꎬ并由公安机关或

者国家安全机关执行ꎬ不受逮捕ꎮ
例(１′)中“或者１”是低层次ꎬ“或者２”是高层

次ꎬ内嵌的“或者１词组” (“批准或者决定”)出现

在“高或者”前ꎬ是松散型内嵌结构ꎮ
２.２.２ 低层次“或者词组”出现在高层次“或

者”后ꎬ形成交叠型内嵌结构

由于“或者”与其后项关系更为密切(其与后

项之间一般没有标点间隔ꎮ 有人曾将“或者”与

其后项构成的结构称为“或者句”)ꎬ如果内嵌词

组出现在“高或者”后ꎬ这两个(或多个)“或者”结
构就交叠在一起了ꎮ 例如:

(５)与走私罪犯通谋ꎬ{为其提供贷

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ꎬ【高 或者 １为

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低 或者２其他方

便]】}的ꎬ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ꎮ («刑

３６

立法文本中“或者”的立法技术规范



法»第 １５６ 条)
(６)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

定的行为ꎬ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ꎬ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高或者１委托[有

关单位低或者２其他人]完成】}ꎬ费用由被

执行人承担ꎮ («民事诉讼法»第 ２６３ 条)
例(５)中高层次“或者”的后项(“为其提供

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内嵌“或者２词

组”(“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ꎬ即内嵌

词组处于“高或者”后ꎬ可以说两个“或者”交叠在

一个小句(省略了主语)之中ꎬ本文将这种结构称

为交叠型内嵌结构ꎮ 为突出其中的交叠部分ꎬ本
文再用粗中括号“【 】”将“或者”及其后项标出ꎬ
如“【高或者１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低或者２其

他方便]】”ꎮ []中的“或者２词组”是交叠型内嵌

成分ꎮ 在这里ꎬ“或者２词组”只是“高或者”的后项

的一个成分(做动词“提供”的宾语)ꎻ例(６)中

“或者２词组”(“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是交叠型

内嵌成分ꎮ 交叠型内嵌结构ꎬ图示如下:
{ 　 　 　 　 ꎬ【高或者[ 　 　 　 　 低 或

者　 　 　 ]】}
前述刘红婴[１]所举例(即本文例(２))就是交

叠型内嵌结构ꎮ 本文标注如下:
(２′) {刑讯逼供【高 或者 １[(亲自)

以殴打等暴力行为低 或者 ２唆使他人以

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

或者３死亡]】}的ꎮ
对于例(２)ꎬ为更好地理解语义ꎬ本文在“以殴

打等暴力行为”前加“亲自”二字ꎮ 例(２’)中“或
者２词组”处于“高或者”的后项(“(亲自)以殴打等

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中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例(２)中“或者３词组”(“身体伤害

或者死亡”)也是交叠型内嵌成分ꎬ在句中做宾语

中心语ꎮ 例(２)含有两个交叠型内嵌成分ꎮ
以上两种类型虽皆为内嵌结构ꎬ但内嵌词组

是处于“高或者”前还是“高或者”后ꎬ会导致内嵌

方式上的不同ꎮ 如果说前者的内嵌关系是松散

的ꎬ后者的内嵌关系则是紧密的ꎮ
２.２.３ 低层次“或者词组” 既出现在高层次

“或者”前又出现在“或者”后ꎬ形成松散型和交叠

型内嵌结构的混合

有些内嵌词组在“高或者”前使用的同时又在

“高或者” 后使用ꎬ形成两种内嵌结构的混合ꎮ
例如:

(７)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

刑罚的ꎬ可以免予刑事处罚ꎬ但是可以根

据案件的不同情况ꎬ{[予以训诫或者 １

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ꎬ
【高或者２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低或

者３行政处分]】}ꎮ («刑法»第 ３７ 条)
(８){[造成低或者１可能造成严重海洋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ꎬ【高或者２有关证据

[可能灭失低或者３被隐匿]的】}ꎬ依照本法

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和机

构可以(«海洋法»第 ３０ 条)
例(７) 中 “ 高 或者” 后项内嵌 “或者３ 词组”

(“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ꎬ“或者３词组”是交

叠型内嵌成分ꎻ同时“高或者”前内嵌“或者１词组”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ꎬ“或者１词

组”是松散型内嵌成分ꎮ 该例是两种内嵌结构的

混合ꎻ例(８)中“高或者”后内嵌了低层次“或者３

词组”(“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ꎬ“或者３”是交

叠型内嵌成分ꎻ同时“高或者”前项内嵌“或者１词

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ꎬ“或者１”是松散型

内嵌成分ꎮ 混合结构图示如下:
{[ 　 　 　 低 或者 　 　 　 ]ꎬ【高 或者

[ 　 　 低或者　 　 　 ]】}
笔者对 ７ 部修订法律所有版本中“或者”的

内嵌结构作了穷尽性考察ꎮ 由于两种内嵌结构造

成的效果不同ꎬ本文将其中的松散型内嵌结构和

交叠型内嵌结构进行分别统计ꎬ结果如表 ３ꎮ
表 ３ 中的数字分别为“或者”的总个数、松散型

内嵌结构次数和交叠型内嵌结构次数ꎮ 统计过程

中ꎬ松散型内嵌结构剔除了非相邻小句中“或者”的
高、低层次使用ꎬ只取在相邻小句中的使用(如例(３)
和例(４))ꎻ而交叠型内嵌结构则严格控制在一个小

句之中(如例(５)和例(６))ꎮ① 因为一个小句(主谓

结构)中的层次混乱更容易引起歧义ꎮ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不同时段“或者”使用的内

嵌情况ꎬ笔者又在表格 ３ 的基础上进行年代抽样ꎬ
具体做法为:每十年为一个时间段ꎬ分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只有 １９７９ 年的数据)、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２０００ 年代、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只到 ２０２３ 年)ꎬ同一时间段取一部法律的数

据ꎬ得到分时间段的抽样数据表ꎬ如表 ４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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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７ 部修订法律中“或者”的内嵌结构表

或者 / 松
散 / 交叠

或者 / 松
散 / 交叠

或者 / 松
散 / 交叠

或者 / 松
散 / 交叠

或者 / 松
散 / 交叠

或者 / 松
散 / 交叠

或者 / 松
散 / 交叠

或者 / 松
散 / 交叠

数量 占比(％)

发布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立法法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３

３８/ ０/ ０ ５３/ ０/ ０ ６６/ ３/ １
１５７/ ３/ １ １.９１/ ０.６３

反间谍法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３

３５/ ５/ ３ ６７/ ６/ ３
１０２/ １１/ ６ １０.７８/ ５.８８

民诉法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１３６/ ４/ ０ ２２５/ ７/ １ ２３４/ ７/ １ ２６８/ ７/ ２ ２７０/ ７/ ２ ２８０/ ７/ ２ ３０８/ ７/ ２
１７２１/
４６/ １０ ２.６７/ ０.５８

行复法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３

７０/ １/ １ ７０/ １/ １ ７０/ １/ １ １１７/ ３/ １
３２７/ ６/ ４ １.８３/ １.２２

海洋法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３
８/ ０/ ０ ６７/ ０/ １ ６７/ ０/ １ ６０/ ０/ １ ６０/ ０/ １ １２０/ ４/ ４

３８２/ ４/ ８ １.０４/ ２.０９

刑法

１９７９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１ ２００１－２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３８/ ０/ ３ １０１６/ １０/ ７ １０１８/ １１/ ６ １０２８/ １０/ ６ １０２８/ ９/ ７ １０３６/ １０/ ６ １０４９/ １１/ ７ １０５８/ １１/ ７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１ ２００９－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１０９８/ １４/ ８ １１３１/ １５/ ９ １１３１/ １３/ ９ １１６０/ １６/ ８ １２３８/ ２１/ ９ １２３９/ ２１/ １０１３０７/ ２１/ １２１３０８/ １９/ １１

１７０８３/
２１２/ １２５ １.２４/ ０.７３

公司法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３

１７３/ ４/ １ １７３/ ３/ ２ １７３/ ３/ ２ ２０５/ ４/ ２ ２０６/ ４/ ３ ２０９/ ３/ ２ ２７２/ ５/ ２
１４１１/
２６/ １４ １.８４/ ０.９９

总计
２１１８３/
３０８/ １６８ １.４５/ ０.８

表 ４　 不同时间段(分年代)“或者”的内嵌结构表

年代 法律 数量 占比(％)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刑法 １９７９
２３８/ ０/ ３

２３８/ ０/ ３ ０/ １.２６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民诉法 １９８２ 海洋法 １９８２
１３６/ ４/ ０ ８/ ０/ ０

１４４/ ４/ ０ ２.７７/ ０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民诉法 １９９１ 行复法 １９９９ 海洋法 １９９９ 刑法 １９９７ 公司法 １９９３
２２５/ ７/ １ ７０/ １/ １ ６７/ ０/ １ １０１６/ １０/ ７ １７３/ ４/ １

１５５１/ ２２/ １１ １.４１/ ０.７０

２０００年代
立法法 ２０００ 民诉法 ２００７ 行复法 ２００９ 刑法 ２００１－１ 公司法 ２００４

３８/ ０/ ０ ２３４/ ７/ １ ７０/ １/ １ １０２８/ ９/ ７ １７３/ ３/ ２
１５４３/ ２０/ １１ １.２９/ ０.７１

２１世纪

１０年代

立法法 ２０１５ 反间谍法 ２０１４ 民诉法 ２０１２ 行复法 ２０１７ 海洋法 ２０１３ 刑法 ２０１１ 公司法 ２０１３
５３/ ０/ ０ ３５/ ５/ ３ ２６８/ ７/ ２ ７０/ １/ １ ６７/ ０/ １ １１６０/ １６/ ８ ２０６/ ４/ ３

１８５９/ ３３/ １８ １.７７/ ０.９６

２１世纪

２０年代

立法法 ２０２３ 反间谍法 ２０２３ 民诉法 ２０２１ 行复法 ２０２３ 海洋法 ２０２３ 刑法 ２０２０ 公司法 ２０２３
６６/ ３/ １ ６７/ ６/ ３ ２８０/ ７/ ２ １１７/ ３/ １ １２０/ ４/ ４ １３０７/ ２１/ １２ ２７２/ ５/ ２

２２２９/ ４６/ ２５ ２.０６/ １.１２

总计 ７５６４ １.６５/ ０.８９

　 　 根据分年代统计ꎬ松散型占 １.６５％ꎬ交叠型占

０.８９％ꎮ 其中松散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最高ꎬ占
２ ７７％ꎻ交叠型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最高ꎬ占 １ ２６％ꎮ
其他法律差别不大ꎬ总量也不高ꎮ 但毕竟这种用法

是不符合常规且容易引起歧义的ꎬ因此ꎬ如果一部

法律就有十几处的话ꎬ绝不能算少ꎮ 如表 ３ 所示ꎬ
«刑法»２０２３ 年版只交叠型内嵌就有 １１ 次(占总数

１０３８ 次的 １ １％)ꎬ再加上松散型内嵌结构(１９ 次)就
有 ３０ 次(占总数 １０３８ 次的 ２ ９％)ꎬ不能说不严重ꎮ

这种情况使法律文本在理解上造成了极大的

困难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识读ꎬ但即便如此也不

一定能成功识读ꎮ 因此ꎬ必须予以规范ꎮ 张伯江

曾认为ꎬ“法律既是国民言行遵循的准绳ꎬ也应该

成为语言规范的范本” [８]ꎮ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或者”和
“或”的使用及“或”的内嵌结构考察

　 　 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台的法律中

“或者”和“或”的使用

一般认为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立法文

５６

立法文本中“或者”的立法技术规范



本更多地使用了“或”ꎮ 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出台的称为“法”的法律(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

前)进行了穷尽性考察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 ( ２０１８ 年

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ꎬ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共

出台法律 １２ 部(包括修订宪法 ２ 部)ꎬ即 １９４９ 年

出台«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以下简称«人民政

府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以下简称«协商会议组织法»)ꎬ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出台«婚姻法» «土地改革法» «工会法» «宪法»
«国务院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

和«兵役法»等 ８ 部法律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出台 ０
部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台 ２ 部(１９７５ 和 １９７８ 年版

宪法) [９]ꎮ 其中 “或者” 和 “或” 的使用情况见

表 ５ꎮ
１２ 部法律使用“或者”和“或”共 ２０４ 次ꎮ 其

中“或者” ７２ 次ꎬ占 ３５ ３％ꎻ “或” 共 １３２ 次ꎬ占

６４ ７％ꎮ “或”的使用占绝对优势ꎮ
３.２“或”的内嵌结构及功能

３.２.１“或”的内嵌结构考察

本文对表 ５ 中使用“或”的立法文本进行考

察ꎬ特别是对“或”的内嵌结构进行了鉴别和统

计ꎬ结果见表 ６ꎮ

表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台法律中“或者”和“或”的使用情况表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

(２部)

１９４９ １９４９
人民政府组织法 协商会议组织法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

(８部)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
婚姻法 土地改革法 工会法 宪法 国务院组织法 法院组织法 检察院组织法 兵役法

０/ ２９ ０/ ２３ ０/ ４８ ２２/ ０ ３/ ０ １３/ ０ ９/ ０ ７/ １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２部)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８
宪法 宪法

７/ ０ １１/ ０

总计 ７２/ １３２

占比(％) ３５.３/ ６４.７

表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法律中“或”的内嵌结构表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总计 占比(％)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５５ 年

人民政府组织法 协商会议组织法 婚姻法 土地改革法 工会法 兵役法

１５ １６ ２９ ２３ ４８ １ １３２
松散型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８
交叠型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８

　 　 从表 ６ 可知ꎬ“或”的使用中ꎬ松散型内嵌结

构和交叠型内嵌结构各有 １ 例ꎬ分别占 ０.８％ꎮ 均

出自«婚姻法»ꎮ 例如:
(９)离婚后ꎬ女方抚养的子女ꎬ男方

应ꎮ 费用支付的办法ꎬ为{付[现金低

或１实物]高 或２代小孩耕种分得的田地}
等ꎮ («婚姻法»(１９５０)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

(１０){为直系血亲ꎬ【高或１为同胞的

兄弟姊妹和[同父异母低 或 ２同母异父]
的兄弟姊妹】} 者ꎮ («婚姻法» (１９５０)
第 ５ 条第 １ 项)
例(９)中“高或”的前项为“付现金或实物”ꎬ

内嵌了“或１词组”(“现金或实物”)ꎮ 这是一种松

散型内嵌结构ꎻ例(１０)中的“高或”的前项为“为
直系血亲”ꎬ后项是“为同胞的兄弟姊妹和同父异

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ꎮ 后项内嵌了“或２词

组”(“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ꎬ这是一个交叠型

内嵌结构ꎮ “或”的松散型内嵌结构和交叠型内

嵌结构分别图示如下:
{[ 　 　 低或　 　 　 ]高或　 　 　 }
{ 　 　 ꎬ【高或[ 　 　 低或　 　 　 ]】}

３.２.２ 连词“或”的功能分析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使用“或”的法律

和«婚姻法»及其最终版本(２００１ 版)来看ꎬ“或”既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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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连接词(如例(９)中的“或１”)也可连接短语(如
例(１０)中的“或２”)ꎬ还可连接句子(例(９)中省略

主语的“或２”)ꎮ 连接句子的例子再如:
(１１)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ꎬ

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

第三者加以干涉]ꎮ («婚姻法» (２００１)
第 ５ 条)
例(１１)的“或”连接的是小句(动词“不许”

的宾语ꎬ两个宾语小句)ꎬ前项是“任何一方对他

方加以强迫”ꎬ后项是“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ꎮ
从早期法律中的“或”来看ꎬ当时的法律条文

中选择关系要简单得多ꎬ“或”总体数量很有限ꎬ
内嵌结构也很少ꎮ 可以说ꎬ“或”承担了所有功能

(包括“或者”的功能)ꎮ
３.３“或者”和“或”的使用区分考察

«海洋法» (１９８２)既用“或者”又用“或”ꎬ同
时ꎬ本文发现相近年份即 １９８１ 年出台的«经济合

同法»也是既用“或者”又用“或”ꎮ 下面就这两部

法律中的“或者”和“或”的异同进行分析ꎮ
３.３.１ 相同点是ꎬ皆可用于连接词或短语

(１２)船舶发生海损事故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ꎬ中

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有权强制采取避

免或减少这种污染损害的措施ꎮ («海

洋法»第 ３５ 条)
(１３)根据法律规定的或按经济合同

性质必须具备的条款ꎬ以及当事人一方要

求必须规定的条款ꎬ也是经济合同的主要

条款ꎮ («经济合同法»第 １２ 条第 ２ 款)
例(１２)中“或者”的前项“造成”是词ꎬ后项

“可能造成”是短语ꎻ“或”的前后项皆为词(“避
免”和“减少”)ꎻ例(１３)中“或”的前后项皆为介

宾短语(“根据法律规定的”和“按经济合同性质

必须具备的”)ꎮ
３.３.２ 不同点是ꎬ“或”还可用于连接句子

(１４)船舶非正常排放油类、油性混

合物和其他有害物质ꎬ或有毒、含腐蚀性

货物落水造成污染时ꎬ应当立即采取措

施ꎬ控制和消除污染ꎬ并向(«海洋

法»第 ３４ 条)
(１５)产品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

和包装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ꎬ或未按合同

规定日期交货ꎬ应偿付违约金、赔偿金ꎮ
(«经济合同法»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

例(１４)中“或”的前项(“船舶非正常排放油

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有害物质”)和后项(“有
毒、含腐蚀性货物落水造成污染”)都是小句(主
谓结构)ꎻ例(１５)中“或”的前项是句子(“产品的

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和包装质量不符合合同规

定”)ꎬ后项(“未按合同规定日期交货”)省略了

主语ꎬ也是句子ꎮ
但是ꎬ没有发现“或者”用于句子的例子ꎮ
３.３.３ 特殊的内嵌结构

本文在这 ２ 部法律中还发现了 ２ 例特殊的内

嵌结构ꎬ其中 １ 例为松散型内嵌结构ꎬ１ 例为交叠

型内嵌结构ꎮ 例如:
(１６)载运 ２０００ 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

船舶ꎬ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

责任保险低２或１其他财务保证证书»>ꎬ低１或２

«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ꎬ高 或 ３

提供其他财务信用保证}ꎮ («海洋法»
(１９８２)第 ２８ 条第 ２ 款)

(１７)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

合同【高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低

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

同】}ꎮ («经济合同法» (１９８１) 第 ７ 条

第 １ 款第 ３ 项)
例(１６)中“或３”前项(“持有有效的«油污损

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ꎬ或«油污

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 内嵌了低层次的

“或２”ꎬ是松散型内嵌结构ꎮ 需注意的是ꎬ“或２”
的前项中还有一个更低层次的“或１”ꎬ在书名号

中(“«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

书»”)ꎬ“或１”是低于“或２”的更低层次(低２ 或)ꎮ
这实际上是在三个层次上使用“或”ꎬ是十分罕见

的情况ꎮ 图示如下:
{[<　 　 低２或１ 　 　 >ꎬ低１或２ 　 　 ]ꎬ

高或３ 　 　 }
例(１７)是一个交叠内嵌结构ꎬ其特殊性在于

高层次用“或”ꎬ而低层次用“或者”ꎬ即“高或”的

后项内嵌“或者词组” (“同自己低或者同自己所

代理的其他人”)ꎮ 图示如下:
{ 　 　 ꎬ【高或[ 　 　 低或者　 　 ]】}

这也充分说明了“或”可连接句子ꎬ而在“或”连
接的句子中“或者”作为下级成分连接词或短语ꎮ

本文对«海洋法»和«经济合同法»中“或者”
和“或” 的内嵌结构进行穷尽性统计ꎮ 结果如

表 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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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文本中“或者”的立法技术规范



表 ７　 «海洋法»和«经济合同法»中

“或”的内嵌结构表

或者 / 或 或者 / 或 总计 占比(％)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经济合同法 海洋法

１４ / ９２ ８ / １２ ２２ / １０４ １７.５ / ８２.５
松散型 ０ / ０ ０ / １ ０ / １ ０ / ０.１
交叠型 ０ / １ ０ / ０ ０ / １ ０ / ０.１

　 　 从表 ７ 可知ꎬ两部法律共使用“或者”２２ 次ꎬ
占 １７.５％ꎻ“或”１０４ 次ꎬ占 ８２.５％ꎬ“或”占绝对优

势ꎮ 在“或”的使用中ꎬ松散型和交叠型内嵌结构

各占 ０.１％ꎮ

　 　 ４.“或者”和“或”的立法技术规范建议

４.１“或者”和“或”在现代汉语中的分工

在现代汉语中ꎬ“或者”与“或”的基本义都表

选择[１０]ꎮ 但二者又略有不同ꎮ 有学者认为ꎬ“或”
主要连接词、短语ꎬ“或者”连接词语或分句[１１]２７ꎬ而
有学者则认为ꎬ“或”只连接词和短语ꎬ“或者”还能

连接分句和句子[１２]１５ꎮ 这说明ꎬ在现代汉语中ꎬ“或
者”和“或”的用法有了一定的分工ꎮ

刘清平就“或者”和“或”的分工情况进行探

讨[１３]ꎮ 定量统计结果显示ꎬ在居中式中ꎬ句内连

接多用“或”ꎬ句间连接多用“或者”ꎻ用“或”的句

子结构紧凑ꎬ用“或者”的句子结构松散ꎻ在书面

语体中ꎬ“或”的使用率远远高于“或者”ꎬ而且书

面语色彩越浓ꎬ“或”的使用率越高ꎮ
４.２语料库中交叠型内嵌结构中的“或者”和“或”
本文最为关心的问题是ꎬ通用语言中交叠型内

嵌结构中是如何使用“或者”和“或”的ꎮ 笔者检索

ＢＢＣ 语料库ꎬ发现“或者”所连接的句子中需要再使

用选择连词时ꎬ用“或”而不再用“或者”ꎮ 例如:
(１８)我有几个朋友在{国民党的行

政院当参事【高 或者其他机关担任类似

的[职务低 或名义]】}ꎬ几个人合租了一

座危楼(前院炸掉了ꎬ剩下后院一座楼

房)ꎮ (巴金«随想录»)
(１９)到了晚上我从来不看书也不

写字ꎬ只开开电视机ꎬ{听着时事联播ꎬ
【高或者听听[京剧 低 或电视小说]】}ꎮ
(冰心«冰心全集»第八卷)
例(１８)中“高或者”的后项(“其他机关担任

类似的职务或名义”)内嵌低层次“或词组” (“职
务或名义”)ꎻ例(１９)中“高或者”的后项(“听听京

剧或电视小说”)内嵌“或词组” (“京剧或电视小

说”)ꎮ 皆为交叠型内嵌结构ꎮ 图示如下:
{ 　 　 　 ꎬ【高或者[ 　 　 低或　 ] 】}

就本文所检索的语料而言ꎬ没有发现两层

(或多层)皆使用“或者”的内嵌结构ꎮ
４.３ 立法技术规范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在立法技术上提出如下

规范建议ꎮ
(１)在立法文本中恢复“或”的使用①并延续

其在书面语中可连接句子的功能ꎬ将“或”用于小

句或分句甚至句子ꎬ即在能用“或”的情况下尽量

不用“或者”②ꎮ
(２)若是内嵌结构ꎬ高层次用“或者”ꎬ低层次

用“或”③ꎮ
(３)若有更低层次ꎬ这第二个低层次仍可用

“或”ꎬ也可将“或”及其后项放在括号中④ꎮ
(４)高层次“或者”前可加逗号ꎻ若有三个层

次ꎬ高层次“或者”前必须加逗号ꎮ

　 　 ５.余论

５.１ 立法文本中“或者”的使用误区

５.１.１ 认为“或者”和“或”同时使用会造成不

同的理解

有学者认为ꎬ“立法语言文字要做到严谨、
规范ꎬ还要做到同样的词汇、概念表达同样的含

义ꎬ不同的词汇、概念表达不同的含义ꎮ 例如ꎬ
在同一部法律中ꎬ不能一会用‘或’一会用‘或

者’”ꎮ[１４]３５８这里有一个误解ꎮ 其实ꎬ在同一

部法律条文中ꎬ“一会用‘或’一会用‘或者’”ꎬ并
不会造成误解ꎮ “不同的词汇、概念表达不同的

含义”说的是实词(法律概念)ꎮ 虚词却不同ꎬ“或
者”和“或”都表示选择关系ꎬ二者的意义是相同

的ꎬ其使用分工不会导致意义的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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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于 ２００９ 年发布«立法技术规范
(试行)(一)»ꎬ其中ꎬ用“或者”表示选择关系ꎮ 这虽然只是一个
“试行”规范ꎬ但却在客观上造成只用“或者”而不用“或”的局面ꎮ

正像刘清平所认为的ꎬ用“或”的句子比用“或者”的句子
结构紧凑(参见刘清平«连词“或”与“或者”的使用差异及其制约
机制»ꎬ«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本文赞同该观点ꎬ如例
(１６)中三个层次的选择关系皆用“或”ꎬ虽是不得已而为之ꎬ但毫
无疑问ꎬ比皆用“或者”要好得多ꎮ 这是因为单音节“或”除本身
的颗粒度小而不会产生较大间隔外ꎬ还有调节韵律的作用ꎮ 实词
大多为双音节ꎬ而单音节的“或”在起连接作用的同时ꎬ跟其后项
构成“１＋２”式的韵律ꎬ满足汉语句子对韵律的要求ꎮ

立法文本虽为书面语ꎬ但毕竟是现代汉语ꎬ要符合通用语
言规则ꎬ即在“或者”和“或”皆用的情况下ꎬ句间用“或者”ꎬ句内
用“或”ꎮ

放在括号中可参考“２.１”中注(«海洋法»第 ９５ 条第 ３ 项)ꎮ



５.１.２ 认为“或者”是书面语ꎬ“或”是口语

因为“或者”为双音节ꎬ一般认为是书面语ꎬ
而“或”则是口语词汇ꎮ 现代汉语词汇双音化ꎬ双
音节的词语多为书面语ꎬ这是事实ꎮ 但也不尽然ꎬ
复音词“或者”来源于“或” [１５]ꎮ 也就是说ꎬ“或”
才是更为书面语(或文言)的词汇ꎮ “或”用来连

接句子也是古汉语的遗留ꎮ 汪国胜等曾认为ꎬ澳
门中文立法文本选用“或”而非“或者”ꎬ是用文言

词语以增强立法文本的庄重色彩ꎬ是语体动因在

起作用ꎮ 因此ꎬ作为书面语的立法文本更应该用

“或”ꎬ而非“或者” [１６]ꎮ
另外ꎬ在表义明确的前提下ꎬ“简洁”是对立

法文本最基本的要求ꎮ 使用“或者”首先是不简

洁的表现ꎮ 现在是统一为“或者”了ꎬ但却造成

“可读性差”这个更为严重的问题ꎮ 这个代价可

以说非常之大ꎮ
５.２ 结论

在立法文本中恢复单音节“或”的使用并延

续其在书面语中的功能ꎬ符合现实的需求ꎮ 只有

这样才能消除目前“或者”所带来的困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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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 “ｈｕｏｚｈｅ”
ａｎｄ “ｈｕｏ”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ｈｕｏ” ｉ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 ｕｓｅ “ｈｕｏ” ｔ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ｒｙ
ｎｏｔ ｔｏ ｕｓｅ “ｈｕｏｚｈｅ”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ｈｅｎ “ｈｕｏ”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ꎬ ａｎｄ ｉｆ ｉｔ ｉｓ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ｓｅ “ｈｕｏｚｈｅ” 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ꎬ ｕｓｅ “ｈｕｏ”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ꎬ 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ꎬ ａｎｄ ｗｅ ｃａｎ ａｄｄ ｃｏｍｍ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ｕｏｚｈｅ” 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ｕｏｚｈｅꎻ ｈｕｏꎻ ｌｏｏｓ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责任编辑　 雪　 箫)

９６

立法文本中“或者”的立法技术规范


